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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的通知

建标 [2001了172号

    根据国家计委 <关于印发一九九三年工程建设标

准定额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计综合 〔1993] 110
号)的要求，由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对 <工业企

业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91进行了修订，现更

名为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经有关部门会审，批准

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T 50033-2001，自2001年
Il月 1日起施行。原 《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91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负责具体解释工作，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1年 7月31日

目口 言

    本标准是在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

GR 50033-91的基础上，总结了居住和公共建筑采

光的经验，通过实测调查，并参考了国内外的建筑采

光标准而制订的

    本标准由总则、术语和符号、采光系数标准、采

光质量、采光计算五章和五个附录组成。主要规定了

利用夭然采光的居住、公共和工业建筑的采光系数、

采光质量和计算方法及其所需的计算参数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

理研究所 (北京市车公庄大街19号，邮编10004引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加单位: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清华大学

              建设部建筑设计院

                重庆建筑大学

    主要起草人:林若慈 张绍纲 李长发

                  詹庆旋 刘福顺 杨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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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在建筑采光设计中，贯彻国家的技术经
济政策，充分利用大然光，创造良好光环境和节约能

源，制词木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天然采光的居住、公共和
I_业建筑的新建工程，也适用于改建和扩建工程的采

光设计

1.0.3采光设计应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有利
于生产、土作、学习、生活和保护视力

1.0.4 采光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2 术 语 和 符 号

2.1 术 语

2.1.1 参考平面，假定工作面 reference surface

    测量或规定照度的平面 (工业建筑取距地面Im,

民J柱建筑取跪地面0.8m).

2.1.2 作面 working plane

    在其表面一进行工作的参考平面

2.1.3 室外照度 exterior illuminance

    在全阴天天空的漫射光照射下，室外无遮挡水平

而 r的照度

2.1.4 房间典IV剖面 typical section of room
    房间内具有代表性的采光剖面，该剖面应位于房

间中部或主要工作所在区域。

2.1.5 采光系数 daylight factor
    在室内给定平面上的一点，由直接或间接地接收

来自假定和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而产生的

照度与同一时刻该天空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产

生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2.1.6 采光系数标准值 standard value of daylight
fe<aor

    室内和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时的采光系数值。

2.1.7 采光系数最低值 minimum value of daylight
factor

    侧面采光时，房间典型剖面和假定工作面交线上

采光系数最低一点的数值。

2.1.8 采光系数平均值 average value of daylight
factor

    顶部采光时，房间典型剖面和假定工作面交线上

采光系数的平均值。

2.1.， 识别对象 recognized object
    识别的物体或细部 (如需要识别的点、线、伤

痕、污点等)

2.1.10 窗地面积比 :atio of glazing to floor area

    6- 3一 4

    窗洞口面积与地面面积之比。

2.1.11 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 ridcal illuminance of

exterior daylight

    全部利用天然光进行采光时的室外最低照度

2.1.12 室内天然光临界照度 critical illutminance of

interior daylight

    对应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时的室内天然光照度

2.1.13 光气候 daylight climate
    由太阳直射光、天空漫射光和地面反射光形成的

天然光平均状况

2.1.14 光气候系数 daylight climate coefficient

    根据光气候特点，按年平均总照度值确定的分区

系数

2.1.15 晴天方向系数 orientation coefficient of clew

sky

    晴天不同朝向对室内采光影响的系数

2.1.16 采光均匀度 uniformity of daylighting
    假定工作面上的采光系数的最低值与平均值之

比。

2.1.17 亮度对比 luminance contrast

    视野中目标和背景的亮度差与背景亮度的对比

                    2.2 符 号

2·2.1 照度

    ] E,— 在全阴天空漫射光照射下，室内给定

              平面上的某一点由天空漫射光所产生

              的照度;

    2  E-— 在全阴天空漫射光照射下，与室内某
              一点照度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室

              外无遮挡水平面上由天空漫射光所产

              生的室外照度

    3                                                                                        E,— 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

    4  E, - 室外天然光年平均总照度
2，2.2 采光系数

    I C— 采光系数;

    2 C_- 采光系数最低值;

    3                                                                                        C�— 采光系数平均值;

    4 cd— 天窗窗洞口的采光系数;

    sC’a— 侧窗窗洞口的采光系数;

    6 K— 光气候系数

2.2.3 计算系数

f  K— 顶部采光的总透射比;

2  Kp一一顶部采光的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
3  K‘一一高跨比修正系数;
4  K,- 矩形天窗的挡风板挡光折减系数;

5                                                                                        K;— 平天窗采光罩的井壁挡光折减系数
6  K,- 晴天方向系数;

7                                                                                        K;- 侧面采光的总透射比;

S                                                                                        K二— 侧面采光的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



    9   K，一一侧面采光的室外建筑物挡光折减系数;

    10凡一一侧面采光的窗宽修正系数;
    1‘ :一一采光材料的透射比;

    、2 :一一窗结构的挡光折减系数;
    13:一一窗玻璃的污染折减系数;

    14 一一室内构件的挡光折减系数;
    15  p— 材料的反射比;

    16  P,-一室内各表面反射比的加权平均值;
    17  Pc-一顶栩饰面材料的反射比;

    18  Pu-一墙面饰面材料的反射比毛
    19  P,-一地面饰面材料的反射比;

    20  p,-一普通玻璃窗的反射比;
    21丁1-一 窗透光折减系数

2.2.4 几何特征

    1   A,-一顶棚面积;
    Z A。— 墙面面积;
    3 Ad— 地面面积;

    4   A— 窗洞q面积;
    5 乙— 建筑宽度，通常是指房屋进深或跨度

    6   b-一 窗宽;
    7   B— 计算点至窗的距离;

    S d— 识别对象的最小尺寸;

    g D‘— 窗间距;

    10氏— 窗对面遮挡物与窗的距离;

    11  h— 窗高

    12  h— 工作面至窗下沿高度;
    13  h,— 工作面至窗上沿高度;

    14“。— 窗对面遮挡物距工作面的平均高度;
    15  1- 建筑长度或侧窗采光时的开间宽;
    16                                     P- 采光系数的计算点。

    2 顶部采光应取采光系数的平均值11,

    3 对兼有侧面采光和顶部采光的房间，可将其

简化为侧面采光区和顶部采光区，并应分别取采光系

数的最低值和采光系数的平均值。

3.1.3 视觉作业场所工作面卜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应符合表3.I3的规定

  表31.3 视觉作业场所工作

              面上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_}视觉作业分类
未 厂一 一一习万石百而翻下

光一，二.1‘一艾翌公
等一,望r in

级!叫“尸;盒宗。“

侧面采光 {顶部采光

作业，一
确度

} }

一粼
除7 d(mm)

歌吓 幸币不月一菜灭房豪)债孤吸
1$最  11t一然光临一数平均一然光临

1}C�!:L1!}r.aRJS[J  1t1 (':� I 'Y xs, r!L
习卜特别 一一精细

d<0.15下 250一 T7一 T一 250-}-
n.很精细

0.15<d

  共03 _150」‘匕_225
m 梢细 0.3<d11.0 2 一00I11 刃一150   I
v1 一般 1.D<d<5.0 1 50

              一 ~— 一

  1.5 1      75

1 粗糙 d>5.0 0.5 25 0.7!35
  注 表中所列采光系数标准值适用于我国m类光气候区

      采光系数标准值是根据室外临界照度为50001x制定的

      亮度对比小的U、爪级视觉作业 其采光等级可提高

      一级采用

3.1.4 光气候分区应按本标准附录八确定。各光气

候区的光气候系数K应按表3.1.4采用。所在地区

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乘以相应地区的光气候系数K

  表 3.1.4 光气候系傲 K

光气候区 }工 {n }田 {R'!V
K 值 0.85 0.9011.00 1.10 卜20

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值
      E, (Ix)

6000 5500 5000 4500 400(1

3 采 光 系 数

3.1 一 般 规 定

3.1.1本标准应以采光系数C作为采光设计的数盘

指标

    室内某一点的采光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C一会X 100%           (3.1，)
式中 E�-一 在全阴夭空漫射光照射下，室内给定

            平面上的某一点由天空漫射光所产生

              的照度 (ix)

      E�— 在全阴天空漫射光照射下，与室内某

            一点照度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室

            外无遮挡水平面上由天空漫射光所产

            生的室外照度 《Ix)

3.12 采光系数标准值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侧面采光应取采光系数的最低值C。。;

3.1.5 对于z, Q采光等级的侧面采光和矩形天窗

采光的建筑，当开窗面积受到限制时，其采光系数值

可降低到皿级，所减少的天然光照度应用人工照明补

充，但由天然采光和人工照明所形成的总照度不宜超

过原等级规定的照度标准值的1.5倍

3.1.6 在采光设计中应选择采光性能好的窗作为建

筑采光外窗，其透光折减系数T应大于0.45。建筑

采光外窗采光性能的检测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

窗采光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少执行

3.1.， 在建筑设计中应为擦窗和维修创造便利条件
3.1.8 采光设计的实际效果的检验，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采光测量方法》执行

3.2 各类逸筑的采光系数

3.2.1

的规定。

3.2.2

的规定。

居住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符合表32

办公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符合表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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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居住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房 间 名 称

    侧 面

采光系数
  最低值
〔一，〔%)

  起居室 (厅)、卧
室、书房、厨房

  卫牛问、过厅、
楼梯间、餐厅

采 光

室内天然光
  临界照度
      (lx)

        50

3.2.6 医院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符合表326

的规定〔

表 3.2.6 医院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0 5

表 3.22 办公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馨羞 房 间 名 称

侧 面 采 光

采光系数
  最低值

C〔丁。(%)

室内天然光
临界照度
    (lx)

日 一 设计室、绘图室 3 150 门
m

  办公室、视屏工
作室、会议室

2 100

八 复印室、档案室 l � ��150

、   走道、楼梯间、
卫生间

0.5 25

、一
拳一房 ，司名 称
  才 一

级 一

侧面采光一一顶部采光
{采光系
数最低
值 〔一m

  (%)

室内大

然光临
界照度

1(lx)

采光系
数平均

依〔-
  (%)

室内天
然光临

界照度
  (}x飞

川
诊室、药房、治
疗室、化验室

2 10〔)

一么F
  候诊室、挂号处、
  综合大厅病房、

医生办公室 (护士室)
1 5o 15 {

v一一 走道、楼梯
      间、住生间

0 5 25

3，2.7 博物馆和美术馆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符

合表3.27的规定

表 3，2.7

一_)_{
  学校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必须符合表

的规定

博物馆和美术馆建筑

  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表 3.2.3 学校跪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鬓羹 房 间 名 称

侧 面 采 光

采光系数
  最低值
C二1。(%)

{室内天然汇

}临愁度
川

  教室，阶梯教室 、

实验室、报告厅
2 100

丫
  走道、楼梯 间‘

卫生间
0.5 25

采
光
等
级

房 间 名 称

侧 面 采 光 一顶部采光1
采光系
敬最低
佰 己

室内天
然光临

界照度
  ‘lx)

采光系
数平均

值 叭v
  (%)

室内大

然光临
界照度

  (lx)花剥

皿
文物修复、复制、门厅
1_作室、技术工作室

2 100 3 150

wl一 展 厅 一1一{50 1 5 75

V
  库房走道、

楼梯间、卫生间
0 5 25 0 7 35

一_:.:
  图书馆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符合表

的规定

裹 3.2.4 圈书馆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采
光
等
级

侧 面 采 光 顶 部 采 光

采光系
数最低
值C二n
  (%)

室内天
然光临
界照度
  (lx)

采光系

数平均
值c.
  (%)

室内天
然光临
界照度

  (压)

m一阅览室、开架书库 }2一}100 一 一}一
W 一 目录室   一}50 1.5 75

V
  书库、走道、
楼梯间、卫生间

0.5 25

  注:表中的展厅是指对光敏感的展品展厅，侧面采光时其

      照度不应高于 501州 顶部采光时其照度不应.高干

      751x;对光一般敏感或不敏感的展品展厅采光等级宜

      提高一级或二级。

3.2.8 工业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符合表328

的规定。

  衰3.2.8工业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3.2.5 旅馆建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应符合表3.2.5

的规定。

  裹 3.2.5 旅馆趁筑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采
光
等
级

房 间 名 称

侧 面 采 光 }顶部采光
采光系
数最低
值C。
  (%)

裹兜-吞
{布 盗巨 口

室内天
然光临
界照度
  (lx)

刀石少匀月月

数平均
值C
  (%)

鬓翻
  (伙J

纂

m 会议厅 一 }100
找一大堂、客房 、餐厅、

      多功能厅
l 50 1.5 75

V
{ 走遭、楼梯

      间、卫生间
0 5 25

采
光
等
级

车 间 名 称

侧 面 采 光 一顶部采光
采光系
数最低
值C。
  (%)

室内天
然光临
界照度
  (lx)

采光系
数平均

值qv
  (%)

室内天
然光临
界照度
  (Ix)

1

  特别精密机电产品
加工、装配、检验
  工艺品雕刻、刺绣、

绘画

5 250 7 350

ll

  很精密机电产品加
工、装配、检业通讯、
网络、视听设备的装
配与调试

  纺织品精纺、织造、
印染

  服装裁剪、缝纫及
检验
  精密理化实验室、

计量室
  主控制室

  印刷品的排版、印
刷
  药品制剂

3 150 4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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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面 采 光

      续表

顶 部 采 光

内

光

照

室
然
界

系
均

朋

默
奸
傲

采一
光 {

一
车 问 名 称

(% ) clx)

机电产品加工、装
、检修
一般控制室

46 r
电键 油漆{

理化实验室

洗纸、石化产品后

处理

应从左侧方向射人

4.0.5 当白天天然光线不足而需补充人工照明的场

所，补充的人工照明光源宜选择接近天然光色温的高

色温光源

4.0.6 对于需识别颜色的场所，宜采用不改变天然

光光色的采光材料。

4.0.7 对于博物馆和美术馆建筑的大然采光设计，宜

消除紫外辐射、限制天然光照度值和减少曝光时间

4.0.8 对具有镜面反射的观看目标，应防止产生反

射眩光和映像。

冶令产品

拉丝、 5 采 光 计 算
焊接

日用化1

5.0.1 在建筑方案设计时，对于皿类光气候区的普

通玻璃单层铝窗采光，其采光窗洞口面积可按表

5.0.1所列的窗地面积比估算。建筑尺寸对应的窗地

面积比，可按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取值
水泥加丁与包装

变电所 表5.0.1 窗地面积比A,/Ad

  {发电厂主厂房
  }压缩机g1,风机居.
  }锅炉房、泉0}、电右
  1库·乙炔库、氧气瓶
V一IT.汽车作、大中件
  一0..存1r
  一A的加1、运描，
  一选煤
  一 配料间、原料间

25  I  0.7  I  35

采光

等级

侧面采光一} 顶 部采 光
侧 窗 矩形天窗一}锯齿形天窗一平 天 窗
民用

建筑

丁 0

建筑

民用

建筑

工业

建筑

民用

建筑

下 dl'

建筑

民用

建 筑

t业

建筑

1 11/2.511/2.5}1/3}1/3 1/4 一1/4一」币 一】1/6
II 一1/3.5一1/311 /4}1/3.511/6}1巧 18 .5 }1/8

m 一1巧 一1/4{1/6 1/4.5一1/8 1刀 1八 1 1/10

B, 1刀 一1/6{1/10}1/8}1/12 1/10 1/18一1/13
V 一1/12}1/10{1/14{1/111八9{1/15 1/27一1/23

4 采 光 质 量

4.0.1顶部采光时，I一IV级采光等级的采光均匀

度不宜小于0.7。为保证采光均匀度不小于0.7的规

定，相邻两天窗中线间的距离不宜大于工作面至天窗

下沿高度的2倍。

4.0.2 采光设计时，应采取下列减小窗眩光的措施:

    1作业区应减少或避免直射阳光;

    2 工作人员的视觉背景不宜为窗口;

    3 为降低窗亮度或减少天空视域。可采用室内

外遮挡设施;
    4 窗结构的内表面或窗周围的内墙面，宜采用

浅色饰面

4.0.3 对于办公、图书馆、学校等建筑的房间，其

室内各表面的反射比宜符合表

表 4.0.3 反 射

4.0.3的规定。

七七

比
一80

70
40
45

表 面 名 称
    顶 棚

    墙 面

    地 面

桌面 仁作台面、设备表面

反 射
0.70-0

0.50-0

0.20一0

0 25-0

4.0.4 采光设计，应注意光的方向性，应避免对工

作产生遮挡和不利的阴影，如对书写作业，天然光线

  注:计算条件:民用建筑:I一N级为清洁房间，取P; _

                          0.5; V级为 一般污染房间，

                        取p;=0.3.

              工业建筑:工级为清洁房间，取P,=。.5;

                        n和m级为清洁房间，取Pi =

                        。.4;IV级为一般污染房间，

                        取p, =0.4;V级为一般污染

                      房间，取p;=0.3
      非皿类光气候区的窗地面积比应乘以表3.1.4的光气

      候系数K,

5.0.2 采光设计时，宜进行采光系数计算，采光计

算点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采光系数值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1 顶部采光:

            C.=Cd-K,"K,-Kg       (5.0.2-1)
式中 Cd— 天窗窗洞口的采光系数，可按本标准

            第5.0.5条的规定取值;

      K— 顶部采光的总透射比;

      Kp— 顶部采光的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可
            按本标准附录D表D-1的规定取值;

      Kg- 高跨比修正系数，可按本标准附录E)
            表D2的规定取值。

    注:1.在 1, 0, 0类光气候区 (不包含北回归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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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的地区)，应考虑晴天方向系数 ( K,)，其值

          可按本标准附录D表1)3的规定取值C

        2当知形天窗有挡风板时，应考虑其挡光折减系数

          (K ，其值宜取0.6-

        3 当平天窗果用采光T采光时，应考虑采光罩井壁

          的挡光折减系数 (K,)，可按本标准附录D图们

          和表D-4的规定取值

    2 侧面采光

            Cmm0C,-K,-K,,-K�,-K,   (5.0.2-2)

式中 (’— 侧窗窗洞口的采光系数，可按本标准

            第5.(1.5条的规定取值;

      K— 侧面采光的总透射比;

    K— 侧面采光的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可
            按本标准附录D表D-5的规定取值;

      K,y— 侧面采光的室外建筑物挡光折减系数

            可按本标准附录D表D-6的规定取值;

      K- 侧面采光的窗宽修正系数，应取建筑

              长度方向一面墙上的窗宽总和与建筑

              长度之比

    注:1在 I、u, m类光气候区 (不包含北U归线以

          南的地区)，应考虑晴天方向系数 (K,)，可按

          本标准附录0表D3的规定取值

        2侧面采光时，窗下沿距工作面高度h�> I.时，

          采光系数的最低值应为宙高等干窗上沿高度

          (h)和窗下沿高度 (h)的两个窗的采光系数

          的差值 (图5.0.5-3)

        3.侧面采光口上部有宽度超过1.以上的外挑结构

          遮挡时，其采光系数应乘以0.7的档光折减系

          数

        4侧窗窗台高度大于或等于0.8m时，可视为有效

            采光日面积_

5.0.3 采光的总透射比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K 二I.丁‘r*’瓦

K 二r 毛’丁 (5.0.3-2)

式中 入— 顶部采光的总透射比;
K — 侧面采光的总透射比;

  — 采光材料的透射比 可按本标准

      附录D表D-7的规定取值;

乙— 窗结构的挡光折减系数，可按本

        标准附录D表D-8的规定值;

:w— 窗玻璃的污染折减系数，可按本标

      准附录D表119的规定取值;

几— 室内构件的挡光折减系数，可按

      本标准附录ll表D-10的规定取

        值〔

5.0.3 坝部米光和侧 囱米光的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

应根据室内各表面饰面材料的反射比确定。室内各表

面饰面材料反射比的加权平均值，可按下式确定:

    *一p,, A,+P,-Av+pd-A广P='生(5〔)4)
                    4p十八叼十Ad十八c

式中 P— 室内各表面反射比的加权平均值;

  P, Pa,P,,P,— 分别为顶棚、墙面、地面饰面材料

                  和普通玻璃窗的反射比，可按本标

                  准附录D表D-11的规定取值;

Ap,A

5.0.5

、A, ,A,— 分别为顶拥、墙、地面和窗洞口

            的面积。

窗洞口的采光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矩形天窗

(2)锯齿形天窗

          干-一 斗一一一主一一斗
                              (3)平天窗

              图5.0.5-1 顶部采光简图

    b-建筑宽度 (跨度或进深); h一窗高;dc一窗r-109;

h,一工作面至窗上沿高度即h十h,; h一工作面至窗下沿高度

6- 3一 8



A,/An0.40

11.30

0 20

叮)15

0.10

0.09

0.0s

0.07

006

005

0.04

厂 厂厂}1} 厂日吓叮厅而厂口「丁门尹旧f l}团而印口
}一 厂!1 =2h,一 砰目匹吓汗皿仁口压几圃肛圃 {l田田团口
广-!一 尸 T-- 一 l 广一广「吓不丁「门r「广门下口 口「反r门1之了曰一 }一曰一川 一汗口

阵阵「厂一一一 俘「一}队汗开日月乡环牙降干+一平升限冈
汀 一 广片

  一 一

1二4h，一 阵仄’}曰一陈口工门网Z雨 门11卜日二[，》，、·「下日万阶反
阵阵「厂一日一 目目沐阵阵燕男冈庚,目盯用琳二甲既困砰
阵阵「拜二丰幸 日月汁陈氏娜舀目尸汗月湃半井 罕肆阵[
阵耳「砰一一一 阵户斗陈路耳四目俘斗拼肛干十书子平汗任
广 叶一 「一仁 一 一 一 厂厂口厂序只「「!工盯口 「「厂1一仁曰 11--Ies一1殊 }名7下!一{吓「
「一产-厂厂 (>8h一阵 口口门夕c%r‘环 盯下砰 仁L-qh.I厂L土}口下{夕 门宁一}厅厂
门 门 厂尸 一 一 I一闪门刁不r l袱口工一口}一厂}i口『丁口厂~1沙 LN曰弓卜1-2了li
厂口「厂I 压丫}陈牙 皿旺IEE曰i二21正 口口工亚 日 一田巨二匹[
阵茸「阵厂互沂再四雳目甩 耳汗丹平目目唇耳 目屏g男 斗弓一斗1目一阵[

阵日巨吕一砂浮蔫国吕日琴阵阵开日日日手国屏甲井甲霹牙日
日日砰砰阵阵异目日民再阵汗开一沙乡队剔解平一+千开甲日
尸门 厂厂-了 邸 不 L石爪犷}「丁下汗吓厂「次训门叼了阴【月-陈一1I{一m 日「汗口
尸 圈 r口r下2犷 口 丙 、 厂厂厂广汀m月才 ,门-门仄叮叮又I}一门，日下可门巨口 巨仁区夕口 区 巨仁I二〔工巨仁任口玉，f7 尸 巨〔口口亚一区二卜{l=K I【工巨庄口
厂口

7

吸厂 万厂 厂「可 叮「叨 沙 厂可门口玉用 }{田曰一团日
匕四团厂1L[ 口-压压沙朋丫}「庄日日T田卜卜李8，, n{正口口
0.6   0.8  1.0 3.0     4乃 5.0 6.0 7.0 8.0 9乃10

        c,(%)
1s    20

                                    图5.0.5-2 顶部采光计算图表

    1 顶部采光 其他高跨比的多跨厂房应乘以高跨比修正系数

    顶部采光的采光简图如图5.0.5-1所示。其天窗 2 侧面采光

窗洞口的采光系数cd，可按天窗窗洞口面积A。与地 侧面采光的采光简图如图5.0.5-3所示。其带形
面面积Ad之比(简称窗地比)和建筑长度1确定 窗洞 (Fb,=l)的采光系数Ca可按计算点至窗口的
(图5.0.5-2),， 距离与窗高之比B /h。和开间宽l确定 (图5.0.5-4)

    注:图5.0.5-1适用于高跨比h乃二0.5的多跨厂房， 非带形窗洞的采光系数尚应乘以窗宽修正系数

工作高

H     [I-

(1)单侧采光

︿辞
︶，
口

                  (2)双侧采光

          图5.0.5-3 侧面采光

B一计算点至窗的距离;尸一采光系数的计算点

  H。一窗对面遮挡物距工作面的平均高度;

        D,,-窗对面遮挡物与窗的距离

「一，厂一厂门厂门下二} }一 }巨二匡二

厂一，!「一 厂
F1=2一{

月藤曰月目目目目兰
阵级曰只舀曰目目巨
玉 戛国 巨 匡
篆晕奉
三夭户葬苏于于 国匡

阵二}二R于户妥户菱二「二 }一 一

干 一1=05b曰及压进
一2二b

厂= PIK三巨三哥 于E乏‘ 二二

巨 巨民户氏胜鼠
厂二}弃二甚三三〔三三E士全卜三E三二仓、匕兰
压巨匡 巨 匕二过 民 巨{全乏
卜匡匡巨 巨巨卜(二

阵阵砰拜巨巨 正
阵任 吕 任 匕 巨 匕 十一

图5.0.5-4 侧面采光计算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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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C一2 矩形天窗窗地面积比

附录D 采光计算参数

表D-1 顶部采光的室内反射光增.系数K，值

式

锯齿形天宙

天

一窗 
 
-天 

 
一平

190
165
140
130

Wsf} ̀一可杯ig>}o}} (mCm)   1.21                 2,谕司、1.1 5 18 2.1 z .a 2 7 30 3 6

12.击
4.0
13.3
2.9

IS 6i35,0 14.23'63i1

IS 17.516.0 15.1114.313.813.313.0
24 110.01 1 15.715.0t4.414.0’一I3.3
30 12 1 .5110.018.3 17.115.3_15.615.0t4.2

36 115.0112.0110.018.617.516.7，16.015.0

0.5

0.4

0.3

0.2

  宙 型

矩形天窗

  1.70

  1.55

    1.40

    1.30

表 u一2 高跨比修正系数x:值

表 C一3 锯齿形天窗窗地面积比

房间进深

  (m)

天 窗 洞 口高度 ‘‘m)

1.8 2.1 2.4 2.7 3.0 3.3

7.8 14.3 13.7 13.3 12.9

8.1 14.5 t3.9 13.4 13.0

8.4 14.7 14.0_13.5 13.1

8.7 14.8 14.1 13.6 13.2 12.9

9.0 15.0 14.3 13.8 13.3 13.0

9.3 15.2 14.4_13.9 13.4 13.1

9.6 15.3 14.6 14.0 13.6 13.2 I2.9

9.9 15.5 i4.7_14.1 13.7 13.3 I3.0

10.2 15.7 149 14.3 13.8六 13.1

10.5 15.8 15.0 14.4 13.9 13.5 13.2

10.8 16.0 15.1 14.5 I4.0 I3.6 13.3

IL1 16.2 15.4 14.6 14.2 -j-3.7六

11.4 16.3 15.4 14.8 14.2 13.8_13.5

11.7 16.5 15.6 14.9 14.3 13.9 13.5

12.0 16.7 15.7 15.0 14.4_14.0 13.6

羹墓{跨数
h,lb

0.3 0.4 0 5 0.6一。70.8一。，1.0 12一，;

3F K
一1.04

1.07

1.14

0.88

0-95

I .O6

0 刀

0.87

1.00

0.69

0.80

0.95

一”610.53
0.67

0.85

0.48

0.63

0.81

0.44

0.57

0.78

平天宙

  1

  2

3及

以上

1.24

1.26

1.27

0.94

1.02

1.08

0.84

0夕3

1.00

0.75

0.83

0.93

0.70

otao

0.89

0.65

0.77

0.86

0.61

0.74

0.85

0.57

0.71

0.84

鄂 3 bkblt 1.041.000.980.950.920.890.860.82 0.78

注 1表中h,/b应为工作面至窗下沿高度与建筑宽度之比

    2.不等高、不等跨的两跨以上厂房应分别计算各单跨的采

    光系数平均值，但计算用的高跨比修正系数Ka值应按

    各单跨的高跨比选用两跨或多跨条件下的K，值

表 D一3 晴天方向系致Kr

窗类型及朝向
纬 度 (N)

30' }40' 50'

垂直窗朝向

东 (西) 1.25 1.20 1.15

南 I}1.45 1.55 1.64

」匕 1.00 1.00 1.00

水 平 窗 1.65 1.35 1_25

衰 D一4 推称的采光.距离比

  矩形采光罩:

w·‘一“5r\ g'w+L:L
  圆形采光翠t
      W .1=H /0

25
00
00
75
50

t

l
i

l
l
卜Il

n

0
25
50
00
00

 
 
0

0

抽..
2

注:w-1一光井指数;W一采光口宽度 (m); L-采光

    口长度 (m八 H-采光口井壁的高度 (m八 D-圆

    形采光口直径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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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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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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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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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幻
全
幼

充井招徽(分 1)

表 D一5

图D 井壁挡光折减系数

侧面采光的室内反射光增.系盆K云值

认
采 光 型 式

单 侧 采 光 月汉 侧一采 光

0 2 0 3 O 4 0 5 0 2 0 3 0 4 0 5

飞

2

3

4

5

1 10

卜 30

140

145

1 45

125

1.65

190

200

2.00

145

2 05

2 45

2 75

Zt8D

170

265

340

3 80

3.90

1.00

110

1.15

1.20

1‘20

1 00

1.20

140

1.45

1.45

1.00

1.40

1.70

190

195

105

1.65

2 10

2 40

2。45

注:月八c应为计算点至窗的距离与宙高之比。

表D一6 侧面采光的宜外建筑物挡光折减系数K，值

，\矛洲氏
扫““~、\

1 1.5 2 3 5

2

3

4

5

0 45

0 44

0.42

0 40

0.50

0 49

0.47

0.45

0 61

0.58

0.54

051

085

0.助

070

0.65

0.97

095

0.93

0.90

材 料 名 称 颜色 厚度(n飞，)一 值

  夹层安全玻璃

  双层隔热玻璃 (空气层

smn〕)

  吸热玻璃

  乳白玻璃

  有机玻璃

  乳自有机玻璃

  聚苯乙烯板

  聚抓乙烯板

  聚碳酸脂板

  聚酉昔玻璃钥板

  小波玻璃钢瓦

  大波玻璃钢瓦

  玻璃钢罩

  钢窗纱

  镀锌铁丝网 (孔 20 义

2OmmZ)

  茶色玻璃

  中空玻璃

  安全玻璃

  镀膜玻璃

    无

    无

「蔽
一半L自

一_汽
1子匕曰

一无
{本色

    无

  本色

    绿

    绿

    绿

  本色

    绿

  茶色

    无

    无

  金色

  银色

  3一(6J

一‘’一龙:“‘
一:一:
:二几:一::一7一::
  _一。38

3一瘾一。7:“:74
一。7、
3一6一。0:书:5。
  3十3一。，1
3·3一
      }

  :一:一:
  。一。，
      !

宝右 蓝

宝石绿

茶色

注:几/I-Iu应为窗对面遮挡物距窗的距离与窗对面遮挡物距假

    定工作面的平均高度之比。当D洲氏>5时，应取Kw=1

注:r值应为没射光条件下测定值。

衰D一8 窗峨构的挡光折减系数，位

窗 种 类     值

表 D一， 采光材料的盆射比了值

材 料 名 称 颜色 卜度(nUn，   值

普通玻璃

钢化玻璃

磨砂玻璃 (花纹深密)

压花玻璃 (花纹深密)

          (花纹浅稀)

夹丝玻璃

压花夹丝玻璃 (花纹浅稀)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3一6

5一6

3一6

  3

  3

  6

  6

0.，8一082

    0 78

055一0.60

    0 57

    0 7]

    0 76

    0 66

单层窗

0.70

0.80

0 75

0 70

双层窗

0 55

()65

0 石0

0 55

注 表中塑料窗含塑钢窗、塑木窗和塑铝窗

6一 3一 12



表D一， 窗玻确污染折减系数s，值 续表

房间污染程度
玻 璃 安 装 角 度

垂 直 倾 斜 水 平

  清沾

    般

污染严重

0.75 ‘

0.60}

0.75

0.60

一

0.60

0.45

0.30

注: 值是按6个月擦洗一次确定的。

    6南方多雨地区，水平天窗的污染系数可按倾斜窗的

    二.值选取

表D一10室内构件的档光折减系数，值

构 件 名 称
结 构 材 料

钢筋混凝土 钥

实体梁

f5;. 架

吊车梁

网 架

0.75

0 80

0.85

0.75

0.90

0.85

0.65

表 1)一11 饰面材料的反射比P值

材 料 名称 P值

石膏 0.91

大白粉刷 0.75

水泥砂浆抹面 0.32

〔1水泥 0.75

自色乳胶漆 0.84

调和漆

  自色和米黄色

  中黄色 ;:{
红砖 0.33

灰砖 0.23

瓷袖面砖
  白色

  黄绿色

  粉色
  天蓝色

  黑色

0.80

0.62

0.65

0.55

0.08

无釉陶土地砖
  土黄色

朱砂 ;.:;

马赛克地砖
  白色
  浅蓝色

  浅咖啡色

  绿色

  深咖啡色

]

            0.59

            0.42

            0.31

              0.25

            0.20

铝板

  白色抛光

  白色镜面

  金色

一

}
        0.89-0.93

              0.45

材料 名 称 P值

浅色彩色涂料 0.75一0.82

不锈钢板 ()72

大理石

  白色

  乳色间绿色
  红色

  黑色

0.60

0.39

0.32

0.08

水廉石

  自色

  自色间灰黑色
  白色间绿色
  黑灰色

0.70

0 52

臼 66

0.70

塑料贴面板

  浅黄色木纹

  中黄色木纹

  深棕色木纹 :):
塑料墙纸

  黄白色
  蓝白色

  M粉白色 }::
胶合板 0.59

广漆地板 0.10

菱苦土地面 0.15

混凝土面 0.20

沥青地面 0.10

铸铁、钢板地面 0.15

普通玻璃 0.08

镀膜玻璃
  金色

  银色
  宝石蓝

  宝石绿

  茶色

0.23

0.30

0.17

0.37

0.21

彩色钢板

  红色
  深咖啡色 ;:;

附录E 本标准用词说明

E.0.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

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I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气

        反面词采用 “严禁”。

6- 3一 13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

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正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卜‘可”。

E.0.2 标准条文中，“条”、“款”之间承上启下的连

接用语，采用 “符合下列规定”、“遵守下列规定”或

  符合下列要求”等写法表示

6-3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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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采光设计必须贯彻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充

分利用大然光，创造良好的光环境，这是因为天然光

环境是人们长期习惯和喜爱的工作环境。各种光源的

视觉试验结果表明，在同样照度条件下，天然光的辨

认能力优于人工光，从而有利于工作、生活、保护视

力和提高劳力生产率。此外，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

带，天然光充足，为利用天然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内能满足视觉工作要求。这7+我国

电力紧张的情况下，对于节约能源有重要的意义

1.0.2 在新建工程中，采光设计应执行本标准，但

对下改建、扩建工程，有时因建筑、结构等条件的限

制，执行本标准有困难时，视具体情况，允许有一定

的灵活性，Iq此本标准规定，对于改建、扩建工程的

采光设计， 一般亦适用

1.0.3 建筑的天然采光设计必须采用成熟并行之有

效的先进技术，经济上也是合理的，并能提高工作效

率，改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质量。

1.0.4 采光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但是窗不仅

起采光作用，有时还起通风和泄爆等作用，同时还要

考虑建筑、结构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在采光设计时，

应综合考虑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土作面上分别求出侧窗和顶窗各计算点的采光系数

值 按本标准推荐的侧窗和顶部采光计算图表计算

时，顶部采光最低点的位置难以确定，而且侧窗和顶

窗采光的最低值往往不在同 一点上。如采两值相加，

将造成较大的误差一为简化计算.本标准将有侧面宋

光和顶部采光的房一e7划分为侧面采光区和顶部采光

区，一方面因为最低值和平均值不能相加。另一方而

因侧面采光对满足侧面采光区以外的区域影响较小，

在计算中叮不f-考虑

3.1.3 本条规定了按识别对象的最小尺寸划分视觉

1作分类 采光等级、各级相应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和

室内天然光临界照度值

    视觉工作分类和采光等级:

    根据天然光视觉试验得出，随照度的增加，能看

清的识别对象尺寸越小。两者之间为非线性关系，随

识别尺寸的减小，能看清识别对象所需的照度增量

大。如识别对象尺寸从0.104m.减小到0.089'..和

识别对象尺寸从0. 089- 减小到0.074- ，虽然均

减小0.015- ，但大尺寸增加的照度仅有701x,而

小尺寸需要增加的照度却有910tx，相差13倍 (见图

1)。因此，本标准的视觉工作分级，将小尺寸的工柞

划分细一些，而大尺寸的工作划分粗 一些

。

月

沼

刀

，

o

ll

n

产李
︶任
郭

3 采 光 系 数

3.1 一 般 规 定

3.1.1 采光标准的数量评价指标以采光系数C表

示。因室外天然光受各种气象条件的影响，在一天中

的变化很大，因而影响室内光线的变化，所以不能用

一绝对值来衡量室内的采光效果。采用采光系数这一

相对值来评价采光效果较为合适。目前国际上一般也

采用此系数来评价采光

3.1.2 本条规定侧面采光和顶部采光分别取不同的

标准值，侧面采光取采光系数最低值，顶部采光取采

光系数平均值。因为两种采光形式在典型剖面上的采

光系数值变化曲线截然不同，侧面采光系数值的曲线

随距窗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用最低值衡量比较合

适;而顶部采光系数值曲线趋向均匀，通常窗下采光

系数较高，两侧采光系数较低，曲线变化比较平缓，

取平均值较合适。两种采光形式取不同的系数值不仅

能反映建筑上的特点，更主要的是能较客观地反映一

个房间采光的好坏。在采光检验时，对于一个大房

间，不会因某一点的数值而影响到对整个场所的采光

效果评价，特别是在室内有遮挡的情况下，很难确定

采光系数最低值。
    存婆右侧面采光和顶部采光的建筑中，应在假定

(0.104- )
        0.6

(0.089- )
          0.5

(0.074.-)
10(2032   60(90     3600000

照度(Ix)

            图1 视角、照度关系曲线

    另一方面，由于采光口的大小和位置受建筑条件

的限制，不能任意变化。如在同一房间内，不能按不

同识别对象尺寸和不同的对比来分别布置大小不同的

采光口，故视觉工作的分级也不能过细。与照明设计

标准比较，将级数减少，保留精密工作的I、u等

较大的识别尺寸，则分级更粗一些。本标准表3.13

中各级识别对象尺寸的差别为:I级与H级相差 1

倍;Q级与fff级相差3倍;ul级与N级相差5倍，N

级与V级相差 5倍以上，这样既符合视觉I作的特

征，也适应天然采光的建筑条件

    室内天然光临界照度值和采光系数最低值:

    根据对现场各种有代表性工作所需要的大然光照

度临界最低值进行的实测和调查，并征求主观评价的

意见，侧面采光时，确定各级视觉工作所需要的天然
                                        h- 3一 17



光照度最低 (临界)值为250, 150, 100, 50, 251x

又根据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天然光视觉试验，得出了识

别对象大小、对比和照度三者之间关系的视功能曲

线，由实测调查所确定的各级照度值从视功能上进行

分析论证表明，规定的各级照度值均能满足对比值为

0.4以上的视觉工作。随着视角的增大，能满足的对

比值减小。如果各级工作的对比值均为0.4，利用视

功能曲线可得到，对应于各级工作的可见度为 1,

2.2. 3.6, 8, 25� 1表示刚好能满足视觉工作的可

见度水平，即I级工作规定的照度刚好能满足视觉工

作的要求，识别付象的尺寸越大，从视功能上分析，

所规定的照度的余量也越大。

    根据所确定的工作场所工作面上的天然光照度临

界值和室外临界照度值50001x,算出采光系数最低值

为5%, 3%, 2%, 1%, 0.5%.若按顶部采光规定

的采光均匀度0.7计算，平均采光系数近似为:7%,

45%、3%、1.5%、0.7%

    但某些情况下，由于侧窗房间进深过大或选用的

窗透光折减系数过低，采光系数最低值往往达不到标

准规定的要求。此时，可采用表1的值来控制计算点

的位置或窗的透光折减系数值，使之达到采光标准规

定值

  表 1 侧面采光设计控制值

表 2      135个作业场所实测汇总表

采光系数梦标准值 }采光系数燕标准值

}i'-, '，，，。{下
等级一- - 一

一 1

一田}11一
作业

?} Ph(T)
114一2!14

‘ 一
口3 II}:2

一

一

!

  14{3
      一

  一

采光

系数

值
仁%)}Cm,

‘C�l。  m,}C-C, C C 〔 C�,价{c，u刹。

{2.0'i一 3.01一 1.10I7 .1.41, 2941,    _2.04.81.411.630.41.5
一

2.41

0.85

r

一

0.67

0.75

r l

0.4710.0410.(P1 0.4I}175     U.47

采光等级
cm�点至窗的距离/窗高

        ( B /h,)

l

  窗的透光折减系数
        (T,)

1 < l.5

日 镇15 0.60毛T,<0.70

m <2 0.50钱T,<0.60

IV <3 0.40镇T, < 0. 50

注:令m=BA ，则单侧采光的房屋进深控制值为:B十

l(m)=r·   n+1 (m)

    在制订标准过程中。对标准中所规定的采光系数

标准进行了实测论证。采光实测结果列于表2。在实

测的135个场所中，合格者89个，占总数的66%,

不合格者占34%。其中侧面采光的工作场所45个，

合格者28个，占总数的62%，不合格者占38%。不

合格的原因多数为室外环境的遮挡或室内污染和高大

设备的遮挡。少数是属于窗地面积比不够。为此，仍

采用原 《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中规定的侧窗采光

系数最低值:5%, 3%, 2%, 1%, 0.5%0实测中

有90个顶部采光的工作场所，合格者61个，占总数

的68%，不合格者占32%。大多数工作场所都能达

到平均采光系数7%、4.5%、3%、1.5%、0.7%的

要求，达不到标准的原因大致与上述原因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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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3.1.3中所列采光系数标准值适合于我国

坦类光气候区，其他光气候区采用时，采光系数标准

值应作相应调整。

    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

    采光系数和室内天然光照度值是通过室外临界照

度来联系的。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是指室内天然光照

度等于各级视觉工作室内天然光临界照度时的室外照

度值，即室内需开 (关)灯时的室外照度值

    室内天然光临界照度是根据视觉工作而定的，而

室外临界照度是可变的，它的变化又影响采光系数的

取值，以及开关灯的时间。因为取较高的室外临界照

度，意味着采光系数值降低。窗口可开小一些，这样

要早一点开灯，晚一点关灯，即延长人工照明使用时

间，增加照明费用。反之，如取较低的室外临界照度

值，则要求较高的采光系数值，使窗口开大，增加采

暖费，但减少照明费用。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的取值

应根据我国的光气候条件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等因

素，综合分析而定。

    根据对五个代表城市实测得到的辐射光当量值，

从日辐射多年平均值换算出该地的平均总照度值。利

用这些资料再计算出各城市的天然光利用时数 (见表

3)0

  裹3 室外不同临界照度值时

                的全年天然光利用时数

地 点 纬度
  (度 )

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值 (lx)

3000}5000{10000
全年三k然光利用时数 (h)

北 京 40 4013 3707 2892

西 安 34 3812 3614 1 2880
一

上 海 31 4004 3723 3064

重 庆 30 3543
l

    3139 一
广 州 24 3806 3559 { 3039

一

从表3可看出，当室外临界照度取5000Ix时



田类区城市的采光可满足每天平均 10h工作的需

要

    根据按常用建筑尺寸进行的采光计算和现场实测

调查的结果表明，因采光窗的开窗面积受各种条件的

限制，窗不能开得过大，因此，临界照度也不能定得

太低

    考虑一些国家也多采用50001、作为室外临界照

度，本标准规定m类区室外临界照度取50001x

    表3还表明，我国几个光气候区的天然光利用时

数不同，由m类区室外临界照度和光气候系数推算出

各区的室外临界照度为 60001- 55001- 50001x,

45001- 4000lx

    亮度对比:

    本标准对n、班级亮度对比小的视觉作业，规定

其采光等级可提高一级，主要是根据在实验室内进行

的对比辨认实验结果确定的。实验结果表明，对比对

视觉工作要求的照度有很大影响，大对比要求低照

度，小对比要求高照度。如4分 (视角)的物件，对

比为0.14时，看清物件所需的照度为 101x;而对比

为0.06时，所需照度为3601x，故本标准规定对亮度

对比不同的视觉作业，其采光等级应有所区别。当识

别对象的亮度与其背景的亮度近似时，即识别对象的
亮度与其背景亮度的差同背景亮度的比值小时，称为

小对比;亮度差较大时，称为大对比。

3.1.4 我国地域广大，天然光状况相差甚远，若以

相同的采光系数规定采光标准不尽合理，即意味着室

外取相同的临界照度。我国天然光丰富区较之天然光

不足区全年室外平均总照度相差约为50%0西南广

大高原地区年平均室外总照度 (从日出后半小时到日

落前半小时全年日平均)高达31.46 (klx)，四川盆

地及东北北部地区则只有21.18 (klx)。为了充分利

用天然光资源，取得更多的利用时数，对不同的光气

候区应取不同的室外临界照度，即在保证一定室内照

度的情况下，各地区规定不同的采光系数。

    本标准的光气候分区和系数值的确定是根据我国

30年的气象资料取得的135个站的年平均总照度制

定的。135个站年平均室外总照度的平均值为24.925

(klx)，按不同照度范围将全国划分为5个区 (见表

4)。根据3.1.3条所述，按每天平均利用10小时考

虑，m类区室外临界照度取值为50001x，其余各区的

室外临界照度可用50001x除以各区的光气候系数 K

得到。在IV . V类光气候区取较低的临界照度，说明

在这些地区要求尽量延长天然光的利用时间，即在保

证室内夭然光照度一定值的情况下，要求将窗口开大

一点。但对高寒的N, V类地区，考虑到冬季耗热量

过大，可适当减少开窗面积。按1区平均照度求得的

  K值应为0.80，相当于室外临界照度62501x,最后

确定K值为0.85,意味着临界照度有所降低，这样

  可以增加I类地区天然光利用时数。

表 4 光 气 候 系 数 取 值

3.1.5 工级视觉工作的房间，常为多层建筑，用侧

窗采光，开窗面积往往受到层高的限制。有的房间的

生产工艺要求恒温、恒湿和防尘，采光口也不宜过

大，从而使采光系数达不到规定的标准值。但由于工

级视觉工作对光线有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允许的

情况下，应尽可能地开窗。如仍不能达到采光标准要

求，采光系数标准值允许降级使用。0级视觉工作也

有一部分房间因某些条件的限制使采光系数达不到标

准值。由于a级视觉工作的房间数量较多，且多数房

间都设有局部照明，考虑到经济合理，故采光系数标

准值允许降低一级。但因采光系数降低所减少的天然

光照度应用人工照明补充。根据CIE (29/2)《室内

照明指南》的推荐，补充的数量为夭然采光和人工照

明形成的总照度不宜超过原等级规定的照度标准值的

15倍

3.1.6 为了提高建筑外窗的采光效率，在采光设计

时应尽量选择采光性能好的窗，采光性能的好坏用透

光折减系数Tr表示。由《建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
其检测方法》(GB 11976-89)标准订出的采光性能

分级列干表5

  裹5 窗的采光性能分级

等 级 透光折减系数 T,

I

II

口

IV

盖 l

            T�0.70

          0.70>T,->0.60

          00.60>毛要0.50

          0.50>丁,妻0.40

一 0.40> T>0.30

一 。.30 > T,->O. 20

    为提高采光效率，外窗的透光折减系数应大于

0.45。在调查中，有的建筑窗地面积比并不小，如上

海某大厦11层办公室，窗地面积比为1/5.44,最低

采光系数为0.04%，又如上海另一大厦9层办公室

窗地面积比为1/6.35,最低采光系数为0.12%。由

于追求立面效果采用有色玻璃，窗的透光折减系数在

20%以下，此种窗已不宜作为建筑采光用窗，因此窗

的采光效率是影响采光效果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近几年生产的110橙各类实际窗的检测，

证实绝大部分窗的透光折减系数 〔T,)都大于45%

(见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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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透光折减系数

。类{。MT(22 ")
      一 V,23)一*11(40 Î)一mm.z9A$f(15一二

透龙折减

系数 (%)
let

一

)-
一“‘’
磕一rec}}1}数·

一a分
  比

(%、

一}百分
严

百分

竺
又肠夕

长于闭 }3I3石」5X21.7{7,175 I 6.7 10 I田

翻)>I,今50 3 136 14 ({I， 20{w.8,53.3
50> T, >45 11 ，一‘，’‘、}I。一254 267

几<45 5122.8一41174T3' ' 7.5{213.3

3.2 各类建筑的采光系数

    采光窗的透光折减系数r,>45 %，各类窗的比

例为:钢窗77.2%、铝窗82.6 、塑料窗95%、钢

塑、铝塑窗86.7% ,采光罩100%,部分窗的采光效

率低于45%，是因为透光材料着色或窗分隔设计得

不合理造成的，在设计中应根据需要合理选用。

3.1， 根据对现有建筑采光的实际调查结果表明，

多数房间开窗面积并不小，但采光条件差，其主要原

因是，对采光口未进行定期的擦洗和维修，以致窗玻

璃污染严重，透光率很低，个别房间的窗子甚至不透

光，以致很大的采光面积仍不能满足采光要求，白天

都要升灯工作，浪费电能，影响视力健康。以北京地

区为例，某车间采用矩形天窗，窗地比为1: 4.2，按

计算应达到的采光系数为2.594。由十污染等原因，

实际只有0.61%，从而使室外临界照度从50001x提

高到208001x，才能保证车间内达到同样的天然光照

度值。此时，全年天然光利用时数由3707小时减少

到1173小时，即多用2534小时的照明，白天大部分

时问需要开灯工作。如以5000.2的车间面积来计算，

全年仅照明就多耗电达19万kW- h，这种浪费电现象

如不克服并作适当规定，是不合理的

    根据对车间污染的实验和调查得出的窗玻璃污染

折减系数，是按6个月擦洗一次确定的，从附录D表

D-8中可看出，透光系数已下降很多，证明适时擦窗

是必要的

    在调查中还发现，有的单位虽对窗也进行维修和

擦洗，但由于缺少必要设备和有效方法，工作效率很

低，而且不安全。因此，在设计中应考虑设里相应的

设备，以保证擦洗的方便和安全，尽可能地为擦窗和

维修创造便利的条件

3.1.8 为了检验采光设计的实际效果，需要在工程

竣工后.或在使用期内进行现场实测。在同一房间

内，采用不同的实测方法或在不同的天空条件下进行

采光系数测定，其结果差别很大。因此需统一实测方

法，便于对实侧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实测方法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执行。

3.2.1 居住建筑的采光标准的制订依据如下二

    住宅建筑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天然采光又

是必不可少的 新的住宅建设标准规定:每户住宅至

少应有 间卧室或起居室 〔厅)能获得有效的日照

卧室、起居室 (厅)、厨房应直接采光，_fl生间和小

十10-2的厅则可间接采光或人工照明_

      、采光实测调查

    1起居室、卧室、书房

    实测调查f 36个场所，分布在北京 上海 广

州、深圳 青岛、重庆，包括多层住宅和高层住宅

含一、二、三居室，进深从3m到 54m，多数住它

的开窗面积较大，采光效果普遏较好。实测调查结果

见表 7、8和 9

表， 起居室、卧室、书房实测调查结果

采光效

果 伴价黔
窗地面积比

(A,/Ad

采光系数最低值

  c‘。(%)

占总数百分比

    (%}

好

中

差

24

9

3

1/3.06一1刀 78

1/4.06 -1 /7.92

1/5.33一1/5.87

0.42一3.47

0.24一0.51

0.08-0.18

67

25

8

表 8 起居室、卧室、书房窗

  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幽地面积比

  (A洲A,)

数 量

  (个)

占总数r}分比

    (%)

1门 一 1/4

1/4一1巧

115一1/6

1/6-l刀

1/7- '1 /fi

7

9

13

3

4

            19.5

              25

              36

一)
表， 起居蜜、卧室、书房采光系数实G̀*i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

  (。。(%)

数 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

  <0 5

0.5- 1.0

  >1.0

12

14

10

33

39

28

    起居室、卧室、书房调查结果:

    (1)开窗面积普遍较大，窗地面积比大于1/7的

占调查总数的8996,

    (2)采光系数最低值在0.5%以上的占67%，主

观评价较好，进深在4.5.以下的占多数，基本匕都

可达到最低采光系数值1%的要求。

      2 厅

    目前居住建筑中的厅有明厅和暗厅两种。明厅采

用育接采光，厅内明亮;暗厅多采用大玻璃窗，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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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

  表

采光效果较差。实测调查结果见表4

厅的实测调查结果

采光效

果 评价Sk
窗地面积比 采光系数最低值

  (A丫A) 〔一。。(%)

占总数百分比

    (%)

好

中

差

    4

  4

一

1/4.03一1/5.71;  0.76一1.16

1/3.92一1/4.80!  11.42一0.53

    1/3.7 { 0.11

44.5

44.5

  11

    对北京、哈尔滨、r_海、深圳等43个场所进行

了采光实测，调查结果见表13, 14, 15

    一、实测调查结果

    1设计室、绘图室

    此类办公室对采光要求较高，而且这类办公用房

将有所增加 对本类 14个场所进行的采光实测调查

结果见表怜

  表 13 设计室、绘图室实测调查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一r1总数的百分比

四
洲
川
571

采光效

果评价

  好

  中

  差

数量
窗地面积比

  (A,/AA) Cm.「,(%)

    根据住宅建设标准的规定大于loml的厅应直接

采光，调查中直接采光的客厅基本上都能达到采光系

数最低值 1%的要求

    3 厨房

    实测调查的厨房全部直接采光，厨房面积大多数

在41n左右，开窗面积均较大，只是个别厨房建筑遮

挡严重。采光效果较差。实测调查结果见表5

:::;1/5.11/4_9
8 一1/4一 I /(,.4

0.92一3.56

0 53一0 72

0.03一日 36

表 I1 厨房来光实测调直结果

采光效

果 评价煞
窗地面积比

  (A/A,)

采光系数最低值

}(一(%)
占总数百分比

    (%)

女子 6 1/1.92一1/3.54 0.92一1.03 75

差 2 1/4.03一1/4.80 0.19一0.25 25

    随着住宅标准的提高，厨房的现代化占有重要地

位，这就要求有好的采光照明条件，这也是国内外厨

房的发展趋势。调查结果，采光系数最低值基本上都

在 ，91左右，窗地面积比大于1/7

    二、参考国内外住宅采光标准

    国内外的住宅采光标准如表12所示

  表 12 国内外居住建筑采光标准比较

    实测中发现当窗地面积比小于1/5时，尚无一例

采光系数最低值达到 I5%，采光系数最低值达到

3%以上者有 一例，多是因窗地面积比值小，和室外

遮挡或有色玻璃透光能力低等原因造成的

    根据 《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和日本采光标准

采光系数最低值均为3叹，，前苏联为2%,(因前苏联

地理纬度比我国高)考虑到我国]、u, m类光气候

区的光资源丰富，一年之中，约有半年左右时间，在

9时到16时间可达到3%的要求，故本标准采光系数

最低值定为3 96 ,窗地面积比为1/3.5

    2.办公室、会议室、视屏工作室

    对此类房间的21个场所的实测调查结果见表

14

表 “ 办公室、视屏工作室、会议

室实测调查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占总数的百分比

  一
房rd!一
名称

日本 英国

>t}
日本建筑

标准法

住宅建筑
设计规范

本 标 准

采光

系数

.(%)

采光

系敬

(̀1b)

采光

怒
窗地面

  积比

(A/Ad)

窗地面

  积比

(A/A e)

采光

系数

t% )

窗地面

  积比

(A,/Aa)

起居室

  臣卜室

厨房

P.生间

走道

楼梯间

{「}7

    1

    1

  0.5

  0.3

  0.3

  I

0.5

  2

0.5

  l

0.5

0.5

0.3

0.2

0.1

1刀

In

1/10

1八0

1/10

t /7

1/7

1/7

1/10

1/14

1/14

  1

  1

  1

0.5

0.5

0.5

I刀

In

1/7

1八2

1/12

1/12

采光效}数量
果 评 价 一(个 )

窗地面积比

  ( A,/A,) C.。(%) (%)

好 一8 一1/2.9一1/4.41  1.26- 3.05

中 一4 一1/5.3一1/7.31  0.45一0.93

0 一9 II/2.3一1/8.71  0.02一0.47 42.9

    根据实测调查结果并参照国内外的住宅采光标

准，规定起居室、卧室、厅和厨房的采光系数最低值

认 为1%,窗地面积比为In。卫生间、过厅和楼

梯间、餐厅的采光系数最低值为0.5%，其窗地面积

比为 1/12.

3.22 办公建筑的采光标准制订依据如下:

    从办公室采光实测资料中可以看出，采光效果评

为好者，单侧采光最低采光系数多数在 1.56%一

2.49%之间，窗地比在1/3.17- 1/3，之间，应属3

级采光等级

    我国 《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英国和日本采

光标准都将办公室采光系数最低值定为2%;前苏联

为 1%。实测中发现按窗地面积比1/6考虑的办公

室，时有晴好天气上班开灯现象。综合考虑各种囚

素，本标准将办公室采光系数最低值定为2%，侧面

采光窗地面积比定为1/5

    3复印室、档案室

    本类型8个场所的实测调查，其结果见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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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复印室、档案室实测调查结果 表 19 教室、实验室采光系数实测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

    C�,(%)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L%)

采光效

呆评 价{竿
窗地面积比

  (八仁'A户

采光系数最低值

  (m，〔‘沁)

{占总数的百分比
} (%)

好

差

3

5

1/3.2一1/5.8

1/3.4一1/8.3
I“to一0.26一

()5一 I t! -一 -
n一2 0

  本标准规定采光系数最低值为1%,窗地面积比为In

与现有的国内外标准基本上一致

    二、国内外办公建筑采光标准

    国内外办公建筑采光标准见表16和表170

  裘16 国外办公睡筑采光标准

房间名称

日 本 英 国 前苏联

采光系数

  (%)

采光系数

  (%)

采光系数

  (%)

      一
?QW工作室{-
设计室、绘图室 一 3

复印室、档案室} 一

2   I

1.5

  2

0.5

    除 一所教室为双侧采光外，其余均为单侧采光，其

中窗地面积比在1/5以上为14所，占总数的87.5%以

上，采光系数超过1%的占56% 采光效果:全部评价

为好和较好。因实验室与教室开窗大小大都相同 视

觉工作无大的差异，故采用与教室相同的采光标准 即

采光系数最低值为2%和窗地面积比为1/5

    2阶梯教室、报告厅

    阶梯教室、报告厅实测调查结果见表20,21和表

22.

表20 阶段教室、报告厅实侧调查结果

采光效

果 评价德窗地面积比

  (A}/Aa)

采光系数最低值

    G-(%)

占总数百分比

    (%)

好

中

6

3

1/2.4一1/4.36

1门 02一I巧 0

0.72一1.91

0.46一〔)69

67

33

轰 17 国内办公建筑采光标准 表21 阶梯教室、报告厅窗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房问名称

办公建筑
设计规范

中小学校建筑
  设计规范

图书馆建筑
设计规范

窗地面

  积比

〔A/Ad)

采光系
  数最
  低值

C-(%)

窗地面

  积比

(A洲A品

采光系

  数最

  低值

Cm�( % )

由地面

  积比

(A/Ad)

    办公室

  视屏工作室

设计室、绘图室

    复印室

    办公室

  视屏工作室

设计室、绘图室

    复印室

1/6

1/5

1/6

1/6

1.5

1.5

  2

  3

1/6

1/6

1/4

1/3

  1.5

. 2

!2

一:

1/6

  1/6

  1/5

  1/5

1/3.5

  1刀

窗地面积比

  (A/Ad)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to 一1/3

1/3一1/4

1/4一1/5

3

3

3

33.3

33.3

33.3

表22 阶梯教室、报告斤采光系数实测结果

本标准与国内外采光标准基本一致。

3.2.3 学校建筑的采光标准制订的依据如下:

    一、实测调查结果

    I.教室、实验室

    对16个教室的实测调查结果见表18和表190

  表 18 教室、实脸宜窗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
    C-�,(% )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0 5

0.5一1.0

1.0一2.0

1

3

5

11

33

56

窗地面积比
  (A,/A,)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1/3一1/4

1/4一1巧

1/5一1/6

12
                                一

2

2

{

    因此类房间的进深和开间均较大，以视听为主，兼

作记录，采光不能满足区域可用人工照明补充采光的

不足，且其采光要求与教室相同，故本标准规定采光系

数最低值为2%，其窗地面积比为1/50

    3.走道、楼梯间

    学校的走道、楼梯间人流大，跑动速度快，必须保

证有一定的天然光照度，测盘结果表明，201x较为合

适，故定为采光系数为0.5%,窗地面积比为1/12

    二、参考国内外标准

    国内外学校建筑标准见表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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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国内外学校建筑采光标准 表 27 目录室采光实测调查结果

薯潺

日 本 英 国前苏联
中小学校建筑
  设计规范

本 标 准

爷
窗地面

  积比

:AA邵攀
采光

系数

(%)

�� 一 一

采光系数

最低值

亡.，(%)
玻地比

犁坚)

厂一
  窗地

  面积比

(A广Ad)

撬 15~2   口5 2{’5{卜5
1厂6 2 L巧

)馨 2 2 1/5

赢 l

1月0 认 O5 O5 1了12

窗地面积比

  (A/A月)

采光系数最低值

fm彩%)

占总数自分比

      (% )

采

果

厂29一1/3 6{ 0 12一2

厂3 1一1/5 6 0 06~0:: 28 5

差 一2 1尸69一1/9 IJ 003一0.04 28 5

表 28 目录室窗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教室、实验室采光系数标准值与《中小学校建筑设

计规范》比较略有提高，因本标准无1.5%这一档，同

时为了保护学生视力，故提高到2%。

3.2.4 图书馆建筑的采光标准制订依据如下:

      一、实测调查结果

    1.阅览室、开架书库
    对北京、上海、青岛、重庆、长春等23个场所的采

光进行了实测，实测调查结果见表24、25和表26

  表 24 阅览室、开架书库实侧调查结果

窗地面积比

  (Ac/A。)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1/3一1/4

1/5一1/6

1/6 一 1/10

4

l

2

  57

145

28 5

表 2， 目录室采光系数实测调查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
    Cm〕(%)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5

0 5一10

  >2 门)

.

            5

            l

            l

  71

14.5

14.5

采光效

果评价

数里

.(个)

窗地面积比

  (A/AJ)

采光系数最低值

    C〕试%)
一

占总数百分比

    (%)

好

1沛，

差

l4

6

3

1/2 8一1巧 .6

1召 6一1/6 4

1巧.7一1/8 3

一。，“一30 61

26

l3

    由调查结果可知，较满意的采光系数在 1%左右，

而窗地面积比在1刀以上，但多数调查场所均达不到

上述要求，主要是其进深和开间较大，因此常用人工照

明加以补充

    3.书库

    书库的采光实测调查结果见表30、31和表32。

  裹 30 书库采光实测调查结果

表25 阅览窒、开架书库窗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宙地面积比

(A/Ad)

1理 一1/3

教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兴
1门 一1/4 43.5

忍 平 肠 狱 备 亩 加 而 却 冲 采光系数最低值

    C二，(%)

占总数百分比

    (‘沁)革荞慕菜 (Ac/AJ)

好

中

差

5

3

4

1/2 .5一1乃

1/3 .8一1巧 .7

1/7 4一1/8 3

0.15一053

003一0.06

001一0.02

43

25

33

26

26

1八 一1/6

1/6 一 1月
表31 书库窗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表26 阅览室、开架书库采光系数实测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
    Cm‘n(%)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0 5

0.5一1.0

10一1.5

l0

8

5

43

35

22

宙地面积比
(AzA。)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1乃 一1/4

1/4 一1/6

1/6 一1闪

4

3

5

33

25

42

表 32 书库采光系数实测结果

    根据实测调查结果采光系数的满意值为2%，其

窗地面积比为不小于1/5

    2.目录室

    目录室的采光实测调查结果见表27、28和表29。

采光系数泛低值

    C二n(%)
数量(个)

占总数百分比
    (%)

<0.5 10 83

0 5一 1.0 2 17

根据实侧调查结果，书库的采光效果普遍差，主要

                                  6一3一23



是书架高而密，而且进深大，影响采光效果，采光系数

均难达到‘!5%的要求，多用人工照明补充，为保证一

定采光要求t故规定其采光系数为05%，其窗地面积

比为互/12

    几、参考国内外采光标准

    国内外采光标准见表33

  表33 国内外图书馆建筑采光标准

表 36 大堂窗地面积比调童结果

窗地面积比

  (A/A)

    占总数内分比
          (%、

飞/U g一 1理

  1犯 一1/3

  1门 了闷

  1/6一1/7

�� ， 。�! 一�;万一
3 一 3，，

    } ’25
1 一 125

本标准 表 37 大堂采光系数实测结果

平
~
殊
公
仁

︸
|

5

采

右
尔

自

一
仁

1

邮
︻黝
黝

房间名称 梁光一采光
系数一系数

、沙端
宙地面阵光系数

黑侧遏嘿(撰d)
l/5

旧

!亏库 !10

1二一’当

蕊:0哎 l lqZ

    最后，根据实测调查结果及参考国内、外采光标

准，制汀了图书馆采光标准。

3.25 旅馆建筑的采光标准制订依据如下:

    一、实测调查结果

    1.会议厅

    会议厅和多功能厅 (以会议为主)的采光实侧调

查结果见表34、35

采光系数最低值
  (一L「、(%)

数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怡)

侧 面 顶 部
�� � 一—

狈( 面

浮1

一25
一5。
{

  <0 5

0 5一10

1，0一20

  >20

{
}

} _

}

一
一:!

一竺
40和表41

  表38 客房窗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表34 会议斤、多功能厅 〔会议为主}

            窗地面积比调查结果

家地面积比

(A/Ad)
数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

1/3一1/4

1/4 一1/5

1/5 1肠

1/7一1/8

            1

          3

【

一

14.4

  57

14 3

14 3

窗地面积比

  (A乙气d)
数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

1/2 一1/3

飞/3一1/4

1/4 一 1巧

  <1/5

9

4

6

4

39

17 5

  26

17.5

采光系数实测结果

采光系数最低值

  CmL。(峨卜)
数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

  <〔)5

20一30 一 一:

采光系数最低值

  f‘。〔%)
数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

  <0 5

()5一 10

    1 一2

    )2

I2

6

3

2

52

26

13

9

表 40 怪厅窗地面积比调宜结果

    鉴于多功能厅在实际使用中有多种用途，一般多

功能厅进深较大，难以达到较高的采光等级，故从实

际可能性出发定为W级采光等级。如以会议为主的多

功能厅，宜按照会议厅的采光标准。

    在对会议厅等7例实测中，窗地面积比多在

1/3.6一1刀之间，其中采光系数大于2%者有一例

因会议兼有记录和阅读，故将采光系数标准定为

2‘况，。

    2大堂、客房和餐厅

    大堂的采光实测调查结果见表36、37。

  6一3一24

窗地面积比

  (A/A‘}
教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

  )1/4

1/4 ~1巧

1/5~1/6

1/7 ~1/8

3

2

2

1

37.5

  25

  25

125

采光系数最低值
  C。”、(%)

数量 (个)
占总数百分比

    (喘，)

  <0 5

0 5一 10

10~20

5

2

1

62 5

  25

12 5



    在对大堂的实测中，采光系数小于 1%者为4

例;大于1%者为4例。窗地面积比大于1/4者7例;

小于1/4者1例。按视觉功能要求大堂的采光系数标

准定为1%c

    根据实测调查中的客观评价，客房的照度以50lx

以上为感觉良好，其所对应的采光系数最低值为

1%，其窗地面积比为1/7认为餐厅的照度为501x以

上，适合普通旅馆的餐厅

      二、参照国内外标准

表44 国内外医院建筑采光标准

  国内外旅馆建筑采光标准见表42

表 42 国内外旅馆建筑采光标准

      1}本

:;疏
    一系数
        (%)

      一

英国 前苏联
旅馆建筑

设计现范

日本采

一光标准
本标准

采光

系教

(气飞

l

  采光系数

    (%、一鄂
(A了A淤

窗地面

  积比

(A厂八d)

采光系数

最低值

C，书%)

窗地面

  积比

(Ac产A户侧面 顶部

客房
大幸

会议厅 15

1
}
  O5

  05 2

1召 l刀 1

2

1刀

1/5

鬓昙

「工本 英国叼纂纂算箱
一采光
一系数
一(叹)

窗地

面积

  比

(八2

八d)

采光

系数

(%)

一

    ， 一一 一

然一嚓{匕{河褶笆
一 一 ~ _ - 二 _

  一 一 2 1占

一 之仍 一_ _-
        一

05{ L刀 一 1 加月

川汉:1一

药房 一

检查室 15

候诊室一1

病居 一]5

诊疗室一2

治疗判一

一 ‘3

】芍 一

目!

    英国客房的采光系数为1%，而我国的现行旅馆

的设计规范规定客房的窗地面积比为1/8，似乎这样

的窗地比小了，而实际调查中的客房的窗地面积比均

大于]/8，故本标准规定为1刀，而将采光系数定为

1%是合适的。日本的会议厅为15%，前苏联会议

厅为2% (顶部采光)和0.5% (侧面采光)，本标准

规定会议室采光系数最低值为2%、窗地面积比为

1/5。

3.2.6 医院建筑的采光标准制订依据如下:

    一、实测调查

    医院建筑采光实测调查结果见表43。

  表43 医院建筑采光实测调查结果

    根据实测调查结果和参考已有的国内外采光标

准，诊室满意照度为70lx，按工业企业采光标准的分

级，提高到 100lx，此时的采光系数为2%，与日本

的标准相一致，其窗地面积比为1/5，因为药房有较

高的视觉工作，故与诊室采取同一标准

    病房及医生办公室的满意照度为64lx，可按SOlx

选取，此时其采光系数为1%，其窗地面积比为1刀

走道、楼梯间、卫生间取采光系数为。.5% 其窗地

面积比为1/12

3。2‘7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采光标准的制订依据如下

、实测调查结果

    对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深圳等16所美术

馆和博物馆的实测调查结果如表45所示

表45 博物馆和美术馆采光实测调查结果

房间名称 努
最满意

禁严
窗地面积比

  (A/Ad)

  采光系

数最低值
C二。(%)

    诊疗室

治疗室、化验室

    病 房

    药 房

    候诊室

  医生办公室

    (护f室少

  70

  67

  28

  2

  9

  25

}

70

64

31

45

24

30

1左 .8

1/3 .1

1/4 2

1左 .8

1左 0

1乃 .8

l4

13

0 6

09

O 5

0 6

鬓黑悠
        一

采光方式

�一

{窗地面积比
  (A洲A户

采光系数最低值

  C。〕L、(%)

采光系数平均值

一C·(%)

.最高最低{不均最高一{最低平均

霆篆纂18
一侧面宋光(15) 1尼 1~1几3!5105093

{一
顶部采光(3)1/3 2一1刀巧

}

86 上4 l6

工作室 l2侧面采光(12) 1理~1刀0 2D040113

库房!:侧面采光(3) 1/8~1/5吕 O4O川 024一!-

    二、参照国内外标准
    国际博物馆协会 (IC()M)和国际照明委员会

(C工E)，根据展品特点推荐的照度标准见表46，我国

的规范和标准推荐的标准与国际大体 一致

  表4‘ 国内外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照度标准

二、参考国内外医院建筑的采光标准

国内外医院建筑的采光标准见表440

展示对象 ICO M CIE J叼66一91J明广T16一92

  金属 石头.玻瑞
陶瓷、珠宝‘姻瓷

  不

但一

过3{

温 4

6500

限制，

般不超

扣{色

000一

K)

  不限制，
但实际上要

考虑陈列和
辐射间题

              一

  簇3口()lx

色温落650OK

{
一

    30Olx

色温共650OK

6一 3一 ZJ



续表

3示对象 I(工)M CIE JGJ66-91
}

I JGJ'T 16-93

  油J8,璧画 天然

皮革.角制品 骨制
品 象牙 木制品、
漆器

r

1、I50IBUIx。
一d今。。口K
{左石、

一 一
一
一

一

    1501x

厂一

·蕊Is川x

色温毛4000K{’。。，·

  纺织品、叙装、水

彩A,图片、盆描、

邮票 手稿、水彩画、

墙纸。缩徽画、树胶、

染色皮革 织锦

    < 501x

(色 温

2900K 左

右、

    一
      751.

色温52900K

}

  '3: I.JGJ 66-91-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2.1G1 IT I6-9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日本和美国美术馆展厅采光系数标准为1%，在

我国m类光气候区，室外临界照度为50001x时，最

低照度501x与室外临界照度之比也是 1%，因此以

I%作为展厅一般照明的采光系数最低值是适宜的。

    由于博物馆和美术馆对光线的控制要求严格，采

光口多设计成复式的，利用窗口的遮光百叶等装置调

节光线，以保证室内天然光的稳定。调光装置因其复

杂程度不同，造成天然光透过采光口的损失不同，在

确定采光口面积时，要充分考虑此损失

    博物馆的工作室主要用于文物的整理、修复、装

浓等，属精细视觉作业，按皿级采光标准，C。应为

2%，C二为3%
    库房主要是保存文物，应尽量减小光线的损害，

照度不应太高，采用最低的V级采光标准，c、n为

0.5%〔

3.2.8 原《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生产车间和作

业场所的采光标准较为详细，考虑到所列场所与民用

的场所相协调，在本标准中作了些归纳整理较为综合

和通用的场所，并取消辅助建筑的采光标准，因其中

部分房间的标准已在民用建筑部分作了规定，故不再

重复。

    本标准提出的根据是:

    对各工业系统272个生产车间的采光系数和135

例作业场所所需的天然光照度进行实侧调查的结果

    参考全国44个专业设计院对330个生产车间的

采光等级提出的书面意见，此外还参照了照明设计标

准的一般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的工作面上的最低照度

值。

表示 试验结 果表明、对 于顶部采光 (矩形 、锯齿

形、平天窗)，如在设计时，保持天窗中线间距小于

工作面至天窗下沿高度的2倍时，则均匀度均能达到

0.7的要求。此时，可不必进行均匀度的计算。恨据

目前常用的夭窗采光形式有可能达到0.7的要求，且

照度越均匀对视看越有利 考虑到采光均匀度与 一般

照明的照度均匀度情况相同，而照明标准根据主观评

价及理论计算结果定为0.7，故本标准确定采光均匀

度为0.7。如果用其他采光形式，可用其他方法进行

逐点计算，以确定其均匀度。侧面采光由于照度变化

太大，不可能做到均匀:而V级视觉 C.作系粗糙工

作，开窗面积小，较难照顾均匀度，故对均匀度未做

规定

4.0.2 本条为减少和避免窗眩光的措施

4.0.3 本条是参考 《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和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制订的

4.0.4 采光设计时，应很好考虑光的方向，以避免

产生遮挡和不利的阴影，影响工作效率和视觉功

效。

4.0.5 天然光不足时所补充的人工光源的色温要尽

量接近天然光的色温，以防止由于光源颜色差异而产

生的颜色视觉的不适应

4.0.6 光透过有色玻璃进入室内，造成光的光谱成

分改变，从而改变了光的颜色，产生不良的光色效

果，对需要识别颜色的场所，宜采用不改变天然光光

谱成分的采光材料。

4.0.7 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中，消除紫外辐射，限制

天然光照度值和减少曝光时间，都是为了保护展品不

受损害

4.0.8 当观看目标为镜面时，应处理好观看目标的

位置和入射光的方向，以避免产生反射眩光和映像。

5 采 光 计 算

4 采 光 质 量

4.0.1 视野范围内照度分布不均匀可使人眼产生疲

劳，视功能降低，影响工作效率。因此，要求房间内

照度有一定的采光均匀度。采光均匀度过去用采光系

数最小值与最大值之比来表示。这是二个极限值之

比，没有代表性。本标准是以最低值与平均值之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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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为便于在方案设计阶段估算各类采光口面积，

按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的实际条件，分别计算并规定

了表5.0.1的窗地面积比。此窗地面积比值只适用于

规定的计算条件。如不符合规定的条件，需按实际条

件进行计算。

    当不考虑各种计算条件，估算窗地面积比时，可

参照附录c中列出的建筑尺寸对应的窗地面积比。建

筑师在进行方案设计时，可用窗地面积比估算开窗面

积，这是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但是窗地面积比是

根据有代表性的典型计算条件下计算出来的，适合于

一般情况。如果实际情况与典型条件相差较大，用窗

地面积比估算的开窗面积就会有较大的误差。因此，

本标准规定以采光系数作为采光标准的数量评价指

标，即按照视觉作业的难度，不同房间的功能特征及

不同的采光形式确定各视觉等级的采光系数标准值。



在进行采光设计时，宜按采光计算方法和提供的各项

参数进行采光系数计算，而不能把窗地面积比作为标

准

    本 咬标准)鉴于民用建筑的建筑条件和采光设计

要求与工业建筑差别较大，《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91中给出的窗地面积比不适合民用建筑，

为此，我们重新选择了适于民用建筑的计算条件组

合，进行了各种采光形式和采光等级的窗地面积比计

算

    将计算结果与我国已颁布的各类建筑设计规范中

推荐的窗地面积比进行比较，除Q级采光标准 (C-
=3%)的设计、绘图室按我们的计算需耍较大的开

窗面积外，m一V级采光标准两者推荐的窗地面积比

比较接近 (见表47)

    《工业企业采光设计标准》中列出的窗地面积比

所依据的计算参数也有若干不合理之处，如对工级采

光选用室内平均反射比Pi二0.5，而对Q一V级采光

则一律选用P,二0.3。这次一并作了调整。
  表47 窗地面积比的比较

建筑物及房间名称
采光标准

C,�n (% )

窗地面积比(人/A,)

本标准{建筑设计规范

住宅:起居室、卧室、

口件间、过厅、楼梯间

0.252

    In

1/10-1/14

和实验取得。考虑到屋架、吊车梁等对侧面采光影响

不大，故在计算侧面采光的总透射比时不包括室内构

件挡光折减系数

5.0.4 计算室内平均反射比时需考虑窗玻璃反射比

的影响，因开窗面积占室内表面积的比例较大，对计

算结果有较大影响。
5.0.5 为执行采光标准，需要有一个简便可靠的采

光计算方法。过去国内常用前苏联的达尼留克图表及

前苏联采光规范中的计算参数。这种计算方法繁琐，

参数不尽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国内曾陆续提出一些新

的采光计算方法，在简化计算或提高计算精度方面有

所改进。但是，这些方法都由理论推导而得，缺少实

验的依据和实测的验证，而且都局限于天空直接光的

计算，室内反射光增量等计算参数仍沿用前苏联的数

据。

    1970年国际照明委员会发表了该会推荐的采光

计算方法，该方法比较简明易懂，便于使用，对改进

采光计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因其图表过多，使用

范围有限，仍有不少缺点。

    在分析国内已有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在人工

夭空中进行的模型实验研究，推荐一种采光计算图

表。模型比例为1/20-1/50，人工天空亮度分布符合

全阴夭天空的亮度分布，模拟地平面的照度达

20001x.

    分别对矩形天窗、平天窗、锯齿形天窗及侧窗等

进行试验。找出采光系数与窗洞口位置和大小的关系

以及均匀度等
    通过各种类型不同项目的上千组试验，共取得约

14000个数据，将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和回归计算后，

得出了计算曲线。
    本方法采用图解法，简明易懂，使用方便，适

合于常用的采光形式，既能按窗洞口的位置和大小

核算采光系数，也能按采光系数求出需要的开窗面

积。

    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精度。过去采用采光面积与地

板面积比和经验值法来确定采光窗面积，而不考虑采

光形式及房屋几何尺寸的差别，误差较大。但是，由

于房屋建成后，随着生产的发展，使用情况复杂，各

种因素对采光的影响，在设计阶段无法考虑。因此，

指望采光计算有很高的精度也是不现实的。采光计算

误差宜控制在土20%以内。

      为了检验试验结果和本计算图表的可靠性，对不

  同类型40多个厂房做了采光实测，并选其中较为典

  型的6个车间，将计算结果与实测结界进行比较表明
  (表48)，根据本计算表所得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差

  甚少。

      此外，还收集了10余种国外的采光计算方法，

  选其中5种，通过典型例题与本计算方法进行了比

  较，其结果见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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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本条给出了矩形 锯齿形 平天窗和侧窗的

采光系数计算公式。为便于采光计算，根据对国内外

各种计算方法的优缺点的分析，征求设计单位对计算

方法的意见，通过在模拟全阴天条件下进行的模型实

验，推荐了一种较为简单的计算图表，此图表按房间

实际建筑条件，用查图表的办法，求出窗洞口的采光

系数、如在设计中需要了解房间内各点的采光系数

值，或者采用本计算图表不能计算或不易计算时，则

可采用其他计算方法。

    采光计算点的确定及采光分区的原则，可按附录

B的方法进行

5.0.3 计算总透射比所引用的各个参数均通过侧试



表 48 本计算方法与实测结果的比较

序

号

l

一
一年倒E14
一

采光形式纂
，浩一
年代

I。二‘A C,(%、
备 注

实侧 计算{相对误差

淤
一 -一
    锯齿

  形大窗
多 1958 064 066 10.03 r:  -=0.15

一石习
  殊钢了一小

一 39轧俐乍
  一间
  一

}，天
  窗 ( I#

  背最光

  带、

，

.‘969
273 29，

!‘。。。
r-.=040

1北京14
    燃机.0,厂

。汽油机车
    一Al

霜形多 1959 I_ 16 I川 015 尸r二0翎

4

    北京照

一相机『<S

一!I01组8车
一

采老侧 1975 0.85 083 0,02
双侧钢窗

-r  ,=0.75

5

r一
    北京照

  相机厂成
  品库
采)Y:侧 1975 1.32 1.12 一018

双侧钢窗

-· -�=0.75

6

一
    清华大

  学机械厂

  饥加工车

  间

  双侧

采 光
(高侧

窗)

3 1974 0.71 073 一0.03 丁·rw二D73

附录A 中国光气候分区

注:除北京内嘴机总厂外，其余均为阴天实侧值

表 49 本计茸方法与国外计算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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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留

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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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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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4法

  (德)
13KS Fk

I一 #ilf3一。，
天窗 0.3

(‘一)一05:牛:.{2..73.03.5:_: :.:

I'll IR(C�)00.30.5:::.):::，::i::

牡序00.30.59.210.611.91:9.1012i 9.211.314.2:.:
单侧

采光

(〔一。砂

  0

0.3

0.4

0.5

1.0

1.8

2.6

3.3

2.9

1.1

2.2

3.3

4.3

1.1

1.5

2.1

3.1

1.2

1.9

2.5

3.4

1.2

1.9

2.4

3.4

    光气候分区是根据我国1983年 l月 l日至1984

年12月31日在全国14个代表性测站 〔北京、黑河、

长春、鸟鲁木齐、二连浩特、西安、西宁、玉树、上

海、重庆、长沙、福州、昆明、广州)进行的每H逐

时的照度与辐射的对比观测结果，通过回归分析的方

法求得辐射光当量 K与各种气象因素之间的关系，

然后利用各地区多年的气象资料获得了各地区的总照

度和散射照度「。总辐射光当量K。和散射辐射光当量

K,,用式 (1), (2)表示:

            K。一￡/Q (lx/'w-m-2) 川

            Ka= Ea/D Ox认- -2)         (2)

式中 E,, E。分别为总照度和散射照度，Q, D分
别为总辐射和散射辐射

    辐射光当量K与各气象因素的回归式用 (3)式

表示 :

K=B�+B, x.N+B2xH十B2 xM+134 x5+B,XC

                                                      (3)

式中 N— 地理纬度 ();

                  H 海拔高度 (m);

                  M— 年平均绝对湿度 (MPa) ;

                  5— 年平均日照时数 (h) ;

                    C— 年平均总云量;

Bo,B � B2,Bs,B4,B,— 方程待定系数。

      利用14个站测得的K值及各地区的气象参数可

求得回归方程中的待定系数。回归分析表明辐射光当

量与气象因素N, H, M, S, C有较好的相关性，

年复相关系数为0.84。在我国缺少多年照度观测资

料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多年辐射观测资料及各地的气

象参数求得各地区的辐射光当量值，再通过辐射光当

量来求得各地的总照度和散射照度，即E,二K,. x Q ;
Ea=KaxD，本标准是根据总照度进行光气候分区

  的。总照度分布图 (图2)是根据我国30年的气象

数据计算出135个站的照度资料制订的。从气候特点

  分析，它与我国气候分布状况也是吻合的。天然光照

度随着海拔高度和日照时数的增加而增加，如拉萨、

  西宁地区照度较高;随着湿度的增加而减少，如宜

  宾、重庆地区。

注 1.本表中的数字，天窗为采光系数平均值 (C,)，侧

窗为最低值 (Cm� )o 附录B 计算点的确定

2天窗计算条件:A,/A=。1，多跨，h_/l=1/8

/bzI
05.窗洞口。不考虑室内外结构遮挡和污

3侧宙计算条件:h二3h，Z=6,带形窗，窗洞口

      不考虑室外遮挡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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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光设计中应根据实际的建筑条件，选择有代表

性的单元剖面，可按表5.0.1确定相应采光等级的窗

地面积比，再用附录B中求Bl和Bz公式，通过计





解

1)查标准的表5.0.1，侧面采光、m级民用建

筑所需要的窗地面积比为1/5

    2)实际工程 〔窗洞)窗地面积比

c八 十浅:)/A,」二 (2.1 x 1.5十2.4x1.8) /4x

9-1/4.8 > 115满足本标准窗地面积比115的要求

    3)依据附录B非对称双侧采光计算公式

八},    2.1x15 = 3.78取3.8r�
4 8

x4

3.8二5 .2rn

知

算求出侧面采光计算点以及侧面和顶部的分区界线和

范围

    一般侧面印顶部采光分区范围，可概略地按下述

原则确定:

    一、狈明面R光

    1.单侧采光。计算点应定在距侧窗对面内墙面

1二处;当在三跨以上的厂房中，边跨为侧窗采光时.

计算点可定在边跨与邻近中间跨的交界处。

    2.双侧采光。对称双侧采光时计算点应定在房

间进深的中点上，非对称双侧采光时，由于建筑物两

侧的开窗高度和面积的不同，计算点应按主要采光面

的侧窗求出计算点尸，并由此推算另一面侧窗的洞口

尺寸，当与设计基本相符时，则尸点即为非对称双

侧采光的计算点。(本标准附录A求B,公式中，窗

地面”比A,A,,取值:“实际工程满足本标准“地面积
比要求时，其取值应按实际工程窗地面积比取值;当

实际工程不满足本标准窗地面积比要求时，其取值应

按本标准规定的同等级窗地面积比取值 )

    二、顶部采光

    为满足采光均匀度不小于。.7的要求，对矩形和

锯齿形天窗中线间距，应小于工作面至天窗下沿高度

的2倍，平天窗可按表D-4推荐的采光罩距高比确

定勺

    1矩形天窗采光。当多跨连续时，天窗采光分

区计算点 (界线上的点)可定在两跨交界的轴线上;

当为单跨或边跨时，计算点可定在距外墙内面 lm

处

    2锯齿形天窗采光。多跨连续时，天窗采光分

区计算点可定在两相邻天窗相交的界线上。

    3平天窗采光。中间跨的屋脊两侧设平天窗时，

其采光分区计算点，可定在跨中或两跨交界的轴线

  L。当中间跨屋脊处设平天窗时，其计算点可定在两

跨交界的轴线上

    三:、兼有侧面采光和顶部采光

    可先求出侧面采光分区计算点和顶部采光分区计

算点，计算点以外部分为采光不满足区。当以侧面采

光为主时，采光分区计算点应以侧面采光计算点来控

制，而侧面采光不满足区，可用平天窗来补光，其所

需的窗洞面积可按表5.0.1确定。

      用上述方法确定采光分区及计算点之后，即可分

别计算侧面采光和顶部采光的系数值

    求采光分区范围及计算点举例

      例1 已知:某会议室南北向布置，采光等级

为田级，柱即为4m，进深为9m，采用非对称双侧

采光方式，顶棚高度为4m，柱间南向窗高为

2.4m,窗宽为1.8.;柱间北向窗高为2.1m，窗宽

为15n飞。剖面简图如图3，求采光分区界线计算点

  位置

月1

4) B,=6一B, - 9

飞
川
翻
曰叶

\\ _/尸

4

二 斗

              图3 某会议室剖面简图

    例2 已知某机加工厂房，采光标准为皿级，柱

距为6m,跨度为 (18.0+18.0+24,0) m，下弦高

度分别为 10.和 8-，中跨设矩形天窗，天窗高

1.8.; Is.的边跨侧窗高为4.8+ 1.8二6.6m,侧窗

宽为3.6m; 24-的边跨侧窗高为4.8十1.2二6m,侧

窗宽为3.6m,剖面简图如图4。求采光分区界线计

算点的位置。

          图4 某机加工厂房剖面简图

    解

    查标准的表5.0.1，工业建筑单侧采光，m级所

需要的窗地面积比为1/4a

    。.左边跨侧窗采光分区界线计算点:

    已知:侧窗总高:4.8十1.8=6.6m

          单元窗洞总面积:6.6 x 3.6 = 23.76.'
          单元地面面积:6x18=108m'

    1)实际工程窗洞面积是否满足本标准窗地面积

比要求?23.76/108-1/4.5 < 1/4，不满足本标准所

需窗地面积比要求，会出现采光不满足区月x.故

A� /A,,值只能按本标准规定的窗地面积比1/4取值

    2)依据附录B中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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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A,, {
八d 23.76

生、， 1 x6
二15.84m(其余部分为采光

不满足区)

    b 右边跨侧窗采光分区界线计算点

    已知;侧窗总高:4.8十1.2=6m

          单元窗洞总面积:6 x 3.6二21.6-2

          单元地面面积:6 x 24 = 144-2
    1)实际工程窗洞面积是否满足本标准窗地面积

比要求，21.6/144-1/6.7< 1/4不满足本标准所需

窗地面积比要求，会出现采光不满足区月:，故A,/

八「值只能按本标准规定的窗地面积比1/4取值

    2)依据附录B中的计算公式:

A

一
三

d

 
 
工A

一A

B 二

x 1 21.61 x6一“4m‘”余部分“采光
不满足区)

    。矩形天窗采光分区界线计算点:

    查标准的表5.0.1，工业建筑、矩形天窗、班级

所需要的窗地面积比为1/4.5

    矩形天窗可视为对称的双侧采光形式，故仍可用

附录B中的公式求采光分区界线的计算点。

    已知:夭窗总高度:2x 1.8=3.6m

          单元窗洞总面积:2x1.8x6=21.6.'

          单元地面面积:6 x 18= 108澎

    l)实际工程窗洞面积是否满足本标准窗地面积

比要求，21.6/108=1 /5<1/4.5不满足本标准窗地

面积比要求，会出现采光不满足区B,，故A/Ad值

只能按本标准规定的窗地面积比1/4.5取值。

    2)依据附录B中的计算公式

    2)估算窗洞口面积:

    Ad =30x 15=450m2

    A}=Adx1/5=450x1/5=90m2

    3)窗洞口面积分配:

    综合采光朝向及冬季保暖需要，宜增大南向窗面

积，北向与南向窗面积比拟采用1: 1.5，即为:北向

窗面积36m'，南向窗面积54m'

    4)确定窗洞高与洞宽尺寸:

    由于顶棚高为 4.2m，故窗高最高只能用到

3.0m。为此，南北向窗高均用3m 此时，进深与窗

高之比，即:B /h,二15一2一3=2.5，此值已偏大，
故利用朝向系数适当加大南向窗面积对采光和保暖均

是有利的。为了便于计算，按6-柱距为一个单元，

计算两面窗宽:

    北向窗宽:36 -. 5-. 3 = 2. 4m

    南向窗宽:54-. 5-. 3=3.6.

    5)校验窗地面积比是否满足标准的要求

(A,+A2) /Ad二 (2.4x3+3.6x3) /6x15=1/5

    满足标准对窗地面积比1巧的要求口

15-

图5 北京某会议室剖面简图

6)确定采光计算点尸

B,=

召飞二
A,-, 21.6

Àx，尖x6
A; 件.。

16.2. (其余部分为采光

A, d_2生乏3二6。
A 一I- x6
Ad

n.-55一6=gm
不满足区)

    从以上计算得知 (图4)左边跨尸;及右边跨尸2

为侧窗采光分区界线计算点;尸3和尸;为矩形天窗采

光分区界线计算点。该厂房采光方案应考虑采光不满

足区B:的采光照度的补充
    例3 某位于北京地区的会议室，房间长30.,

进深15n，柱距6.,南北向布里，顶棚高4.2.a拟

采用非对称双侧采光方式，北向用双层铝合金窗;南

向用单层中空普通玻璃窗，室外无建筑物遮挡，也无

外挑构件挡光，室内各表面反射比加权平均值P;二

05。试作采光设计。

    解

    a.采光计算:

    1)确认采光等级标准

    查表3.2.2，会议室应为皿级采光等级，采光标

准为采光系数最低值2%;查表5.0.1,窗地面积比

估算值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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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求北向窗洞口采光系数:

    查图5.0.5-4, 1>-4b曲线，当B,/h一6/3二2

时，C舀I二3.4%,
    8)求北向窗对点的采光系数最低值:

    依据Coo0Ci, -K,  'K,  -K,'K〔公式
                  Cal =3.4%

    K;=,-,,-.= 0 . 64 x 0 . 60 x 0 . 9 = 0.3456

式中 :— 查附录o-7，按双层隔热玻璃取。64;

      :c— 查附录D8，双层铝窗，取0.60;

      I'- 查附录D-9,清洁，取0.90;

    Kp— 室内反射增童，查附录D-5,当P,二。.5
          时，双侧采光Bi/h，一2时，F\ .P=
                1.65;

    R ,- 室外无遮挡，取值为I;

      K= 2.4/6=0.40

    故北向窗对 尸点的采光系数最低值为



〔门，1=3.4%x0.3456x1.65x1x0.4=0.776%

9、求南间窗洞口采光系数:

查图 5.0.4-4,/= 3.36(内插).当 B, /h

9/3一3时，(d二1.4%

    川)求南向窗对P点的采光系数最低值:

    依据气”一C-} -K:  -K} -K,-K公式

                  C,二1.4%

    K-二z·r，r     �.=0.81x0.75,0.90=0.547

式中 r— 查附录D 7,，犷，空玻璃为0.81

      r,.- 查附录ns，单层铝简为0.75

      :— 查附录D-9,垂直，清洁为0.90;

    K — 常内反射增量、查附录1}5,当(" =0S
          时，双侧采光召/h 二3时，K
                2.10

                长二36/6一。6;

      K- 晴天方向系数、北纬400、南向1.55;

    把数据代入上述公式得

  C,.,�=I.49r,x0,547x2.1x0.6x1.55=1.496%

    全阴天时:C�,;�==1.4%x0.547x2.1x0.6二
0965%

    II)南北向窗共同对Y点起作用的采光系数最

低值:

  C�,;� = 0. 776 % + 0. 965 % = 1.74190(全阴天时)

    12)结论:晴天时满足本标准采光系数最低值

2%的要求;阴天时，不满足本标准采光系数最低值

要求。

    b平面及剖面图设计:

    根据上述采光计算结果，适当调整设计 (如调整

室内反射增量等)绘制平面及剖面图 (略)。

洞口宽度同宽。如房间柱距为60,:时.窗洞{」宽度

也为6. On;如开间窗宽系数为0.5时，其窗洞口宽

度为6.0 x 0.5=3.Om

    开'Hl(柱距)内有数个窗洞口时，窗洞口宽度为

数个窗洞口宽度之和，当有t-下两排窗相同宽度的窗

洞门时，窗高为上、下两排窗洞口高度之和。各表中

所列范围内未包括的数值可用插入法计算求得_所列

范围以外的柱网尺寸可利用本表数值推算，如18.

24, 30n,跨度的房间可分别用9, 12, 15n跨的窗地

面积比推算

附录D 采光计算参数

附录C 建筑尺寸对应的窗地面积比

    附录C是通过列出窗地面积比的比值来反映出建

筑进深、开间、窗口尺寸与窗地面积比的关系。为便

于在设计中用简捷的方法调整建筑尺寸，以达到或接

近相应的采光等级标准，给出本附录。本附录根据规

定的窗地面积比 (表5.0.1)，在已知进深 (跨度)、

开间 (柱距)、窗高的条件下，可方便地求得所需窗

宽;根据已知房间平面尺寸和窗洞口尺寸，可求出窗

地面积比;当各因素之间需相互协调时，可通过本表

协调相互关系。

    各表中所列数值，均依据 《厂房建筑模数协调标

准》(GB] 6--86)中规定的模数和一般工程设计中常

用的往网尺寸确定。

    单侧窗窗地面积比 (表C-1)中所列开间窗宽系

数，包含有开间 (柱距)和窗洞口宽度两个因素 当

开间窗宽系数为1.0时，系指房间开间 〔柱距)与窗

    本附录所列采光计算参数适用于各种天然采光计

算方法，各系数值是通过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经分

析汇急确定的

    采光材料透射比和饰面材料的反射比是根据实验

室和现场测量确定的。透光材料中的玻璃是由上海、

秦皇岛、大连、株洲、沈阳等主要玻璃厂提供，共有

12个品种、35个规格、116件。塑料制品由北京、

上海等地提供，共有近10个品种儿十种规格160余

件。饰面材料共有30余个品种400余件。利用国产

TFK-1型光电光度计测定各系数，共取得1600余个

数据。按材料的品种、规格分别加权平均后得到样品

各参数的平均值。此外，部分墙、地面材料的反射比

是通过对全国几十个工厂101个车间的现场调查测定

数据，经归类加权平均后整理得出的。如混凝土地面

的反射比，就是由58个车间的测定值加权平均后得

出的。所有数据只取二位有效值。

    窗结构挡光折减系数和室内结构挡光折减系数是

根据我国现行的建筑标准设计图，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钢窗、木窗、析架、吊车梁等构件，在人工天空内进

行模型试验后得出的。模型比例为1/4- 1/30

    窗玻璃污染折减系数主要是通过现场调查、结合

模型试验确定的。现场调查了95个不同类型的房间

根据现场测出的污染玻璃的总透射比，用下式算出污

染折减系数

式中 :— 未污染玻璃的透射比。

    分析各种房问污染情况，将房间按污染程度分为

三大类，以工业建筑为例 {见表50)0

  表50 房间污染程度分类

环境污染特征 举 例

清 洁

一般污染

污染严重

仪器仪表装配车间、毛纺检.p问、实验室等

    机械加工、装配车间、织布车间等

铸工车间、锻_L车间、轧钠车间、水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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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不同朝向、垂直面和水平面的散射照度 (天空

光)和急照度 C天空光加太阳直射光)，山此求出全

年平均值 (见表51)

  表 51 阴、晴天时各表面照度全年平均值 (klx)

纬度 汁珠面
总照12

(

南

北

    窗玻璃不同装置角度的污染折减系数的试验是在

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的，这个试验用装有三种不同角

度 (水平、45'倾斜和垂0.)玻璃的模型箱放置在污

染程度小同的A1个厂房内和室外屋顶，经过9个月时

间测出其75染折减系数_结果是水平玻璃污染最严

重.而45‘倾斜次之

    南方多雨地区，水平天窗污染不是特别严重，听

以暂将南方多雨地区 (一般指长江以南)水平天窗污

染折减系数按倾斜天窗的数值选取

    室内反射光增量系数的试验方法，是将模型内表

面分别涂以不同反射比的颜色，从灰到白，山浅到

深 使P分别为0.2, 0.3, 0.4, 0.5的情况卜，经
实验得出

    侧面采光室外建筑物挡光折减系数选P一。.24,
相 与于轻度污染的红砖墙或混凝土表面的反射比进行

模型试验。同时确定D =5h，这符合一般的遮挡情

况、选遮挡物对侧窗的遮挡角 a分别为 10', 20',

45进行试验，将其采光系数与相应的无遮挡的采光

系数进行比较，求出不同遮挡情况下的挡光折减系

数

    随着近年来各种新材料的大量采用和建筑结构的

新发展，在采光计算参数中补充了 一些新的材料参

数 复合玻璃和镀膜玻璃的透射比，镀膜玻璃、浅色

彩色涂料、不锈钢板和彩色钢板的反射比，铝窗、塑

料商的挡光折减系数，网架结构的挡光折减系数。这

些数据均是通过试件或模型在实验室内经测试取得

的

    此外，还增加了平夭窗采光罩的井壁挡光折减系

数和侧面采光口上部外挑结构遮挡系数。

    挡风板折减系数是根据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研究

院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物理所的 “矩形避风天窗的

试验研究”中所做各种矩形天窗有无挡风板模拟试验

数据对比得出的，其系数值在0.57-0.64之间。为

简化计算，均取0.60的系数，此系数适用于带挡风

板的矩形天窗

    晴夭方向系数

    光气候分区中的I, II区和m区中北纬40'上下

的地区，全年中晴天占很大比例。年日照率在60%

以上。这些地方的采光设计应考虑晴天特点:有太阳

光存在，不但照度高，而且各朝向的垂直面照度不

同

    我们利用修改 “建筑工程软件包晴天采光计算程

序”的程序和按玉树阴天照度实测数据回归公式，计

算出晴 阴天北纬30', 40', 50‘地区;不同季节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同时间 (8点至 16

垂 百 句

阴天 卜一

一俨
1)6、一东

水平面 2686 1 19.37

垂汽面 93，
A, (西

夏
      11.34

      74.59

5.70 (10.19)

一十一一一弓一-

水平面一23.74 IR 05

斗， 46

55.09

5 7〔)

63 37

乖直面一8.35
东 (西)

霏
{{:;

}全27 (10.33)1     17.02

46.0157.555.29
石 面一:1石8 S8 96

    从表中数值可以看出:在两种天气条件F，建筑

各朝向的照度有很大差别。这意味着在同 一窗口条件

下，阴、晴天时室内采光效果不一样 为此。在计算

中增加晴天方向系数K来考虑这种区别
    鉴于在房间采光中，常采用一些措施将直射阳光

排除于房间之外，故在考虑K1值时，对子垂直窗C1
(侧窗、矩形和锯齿形天窗)常用外遮阳构件挡去直

射阳光，故用阴、晴天的天空光照度来进行比较，而

水平窗较难用外部建筑构件将直射阳光排除，故用总

照度来进行比较，考虑到这时常采取内格片、百叶、

扩散材料等手段将直射阳光挡住或使之扩散。这就减

少进人室内的光通量，故将晴天总照度乘以。5的折

减系数后进行比较。

    由于光气候分区是以皿区为基础 (K=1),而m

区主要位于北纬400上下，故K是以北纬40。的阴天
照度全年平均值为基础与晴天各表面照度全年平均值

进行比较。

    北向垂直窗的K值考虑了对面南向建筑的反射
光。因南向墙面在晴天条件下接收天空光和太阳光，

照度很高，亮度很大。这对于对面的北向窗来说，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第二光源。上表北墙照度值一栏中括

号内数值就是考虑了南墙反光后的照度值。

    附表5.2未列人的朝向，在选择K,值时，可用

相邻朝向的K插入值。如东南向窗用东和南向窗K,

值的插人法。

    当房间具有几个不同朝向窗口时，可按主要朝向

来选取K‘值，或取各朝向中K最低值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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